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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莪家庄：红色村庄的前世今生
□周衍默

  因为要到丁莪家庄开展一个调查，临行前我特意查了
一下“莪”字的解释和村庄的来历。“莪”，音同“鹅”，多年生
草本植物，生水边，叶像针，开黄绿小花，叶嫩时可食。据
说，明朝永乐二年，丁氏六世祖丁纬由大村镇沿白马河南下
来到这里，见此地土地肥沃、草木茂盛，便停留居住，有学识
的族人根据当时景象，取名为“莪家庄”。清朝乾隆年间，因
该村大部分人姓丁，便称为“丁莪家庄”。三十年前，曾有个
同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教书，让我一度很费解——— 这
个村距泊里镇驻地有七八里之遥，交通不便，人口也不多，
怎会在此设立一所中学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从老党员
们自豪又兴奋的叙说中找到了答案。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在八十多岁的老干部丁明君的记忆里，党的好
干部张鲁东是丁莪家庄村民永远的骄傲。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年仅7岁的张金凤（张鲁东
幼名）和弟弟一起来到村里的三姨母家。小金凤聪
明伶俐，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同龄孩子中的佼佼
者。但因生活拮据，他早早辍学务农，多处做工。动
荡的时局、苦难的日子，让张金凤心中早早萌发了推
翻黑暗社会的想法。尤其是得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三省后，更坚定了他奋起抗争的决心。
　　1938年2月，一百余名日伪军从诸城乘车侵入泊
里，日寇铁蹄所踏之处，家园破碎、生灵涂炭。此时，
年满17岁的张金凤改名张鲁东，同有着相同经历的
于云光一起，联络60多名有志于抗日救国的青年农
民和学生，在小学校长崔仁卿的号召下，组建起抗日
游击队。这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誓死保卫家园的
队伍一成立，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一大批爱国青年
投奔而来。当年6月中旬，游击队来到泊里镇，在张
鲁东的指挥和带领下，夜袭盘踞在泊里城内的土匪
王子经部。经过激烈战斗，游击队最终攻占了这座
商贸发达的重镇。进城后，游击队通过多种形式发
动群众抗日保国，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很多贫苦
民众纷纷加入队伍，使游击队的规模进一步壮大。
当年7月，游击队选派张鲁东等几名骨干到正规部队
接受培训。经多次辗转联系，张鲁东来到八路军山
东人民抗日军政干校，在半年时间里接受了军事理
论学习和军事实践磨炼。期间，张鲁东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12月，学习结业后，他被中共山东分局分
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诸城独立营二连任指
导员。1939年3月，二支队奉命西调，张鲁东留在本
地担任中共诸城县委军事部长。期间，他广泛开展
革命斗争，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的抗日武装，
并领导组建了各乡分队，这些基层武装组织战斗在
山区、平原，狠狠打击了敌伪顽和土匪势力，成为群
众的主心骨和保护神。
　　1939年底，诸城县委遭到国民党山东保安旅的
破坏，县委书记被捕，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张鲁东
辗转各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莒县、诸城县、
五莲县等地发动群众，建立村自卫团，组建地下党组
织，开展对敌斗争。1945年，张鲁东带领各区中队、
县大队等武装组织，配合滨海军区参加讨李战役，痛
击了敌伪组织、建立了民主政权。1947年5月12日，
五莲县委在白庙子村召开五莲县成立大会，长期在
基层领导革命斗争的张鲁东担任五莲县首任县长。
　　全国解放后，张鲁东历任胶州地区供销总社主
任、专署财委副主任，燃料部、电力部处长，水电部设
计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兼政治部主任，设计院党委
书记等职。1982年，为党辛勤工作六十多年的张鲁
东光荣离休。两年后，他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丁莪
家庄。看到村里的发展变化，他即兴赋诗一首：“日
寇铁蹄践国土，投笔从戎奔战场。仇恨化作大刀曲，
横劈顽敌凯歌扬。南征北战几生死，胜利全凭共产
党。党政军民团结紧，伟大祖国立东方。四十六年
弹指过，老友故乡聚一堂。求真存实忆党史，革命传
统大发扬。三中全会开心语，四化建设摆战场。锐
意改革创大业，社会主义是方向！”

   白日登山望烽火
   黄昏饮马傍交河

　　在年逾古稀的老党员丁继富的记忆里，众多的
英雄群体构筑起丁莪家庄令人称赞的“红色堡垒”。
　　抗战初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进驻泊里
后，丁莪家庄也有队伍驻扎。在部队战士的带领下，
村里相继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抗日
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等，战士们带领
群众传唱抗日歌曲，组织群众张贴标语，高喊革命口
号。那时，整个丁莪家庄歌声嘹亮、口号震天，村民
喜笑颜开。很多青年找到部队，要求加入八路军，到
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几天的时间里，就有十多名
青壮年参军。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村里的党员群众不怕牺
牲、英勇抗敌，张鲁东的弟弟就是其中一位。他加入

儿童团，传递情报，参加抗日宣传，最终被日伪军以
“通匪”之名抓进监狱。面对逼供，他宁死不屈，最后
被活埋在城外。
　　解放战争时期，丁莪家庄全村群众碾米、磨面、
做干粮、做军鞋、捐献物资。村里青壮年自告奋勇推
车往前线运送粮食，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转战六千
里，成为“藏马子弟兵团”的骨干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藏马县县学（党校）在这里设
立培训基地，连续三年培养了许多党组织的骨干力
量。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为巩固海防、保卫领土主
权、应对入侵威胁，解放军某部的一个连在此建兵
营、搞训练，驻扎村里长达四年之久。那时，全村人
每日伴随着军号生活，每当军车和军人们外出拉练
时，路边总是站满观看的群众，村民们对子弟兵严明
的纪律和拥政爱民的品质无不交口称赞。每逢周
末，部队会为村里送上一场电影，吸引周边十几里的
群众前来观看。“别看我们村不大，但因为根子红、贡
献大，村里每个人都腰板直，底气足，外村的姑娘都
争着往我们村里嫁呢！”谈起那段历史，丁继富脸上
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百里西风禾黍香
   鸣泉落窦谷登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农村实行联合办学时，有远
见的丁莪家庄人积极争取把联办中学设在村里，并
把村西北角最好的位置腾出来修建学校，让附近十
几个村的学生都到这里就读。“人多了，村子就活泛
了；学校来了，有知识的老师就来了；知识分子多了，
村子发展就有思路了。”这是当年村里人最朴素的想
法。就是这些想法，让丁莪家庄成为鱼米之乡、果园
之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丁莪家庄引进了一批苹果树
苗，准备下大力气发展苹果产业。刚开始，苹果树
都栽在岭地上，结出来的苹果又大又甜，品质非常
好。看到希望的村民们急着增产，认为既然岭上都
能产好果，何不在肥沃的平地栽种，让产量更高呢？
于是，大家就让苹果树下岭，让产量不高的玉米、小
麦上山。不料，这种尝试失败了。
  大家请教农技老师才知道，原来在平地上栽植
苹果，果树会因通风透光效果差而不容易开花，结
的果子上面有锈斑，影响品质、产量；而在岭上栽
种，由于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利于果实糖分的积
累和着色，因此果树会长出色泽艳丽、香甜可口的
优质果。村民吸取经验教训，短短几年就发展果园
400余亩，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并曾获“省级
模范园”称号。
　　“好日子带出好村风。这些年，我们村的村民谨
守道德理念，做好事、行义举层出不穷。每年年末，
我们村还会办一场由村民自导自演的‘春节文艺晚
会’呢！”谈起村子的变化，该村党支部书记丁立华非
常自豪。
　　离开村庄时，天已近傍晚，一列动车组风驰电
掣般从村后的高架铁路上驶过。这个昔日临泽而
居的村庄，如今背依地铁、手挽高速、紧临高铁，凭
借新生小城市快速扩张和发展的良好机遇，开启了
高速发展的新征程。不久的将来，一轴充盈着诗情
画意的“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美好图景，一定
会在生机勃发的泊里大地上徐徐展开……

壹

叁

贰

高
空
俯
瞰
丁
莪
家
庄


     时任五莲县县长的张鲁东。

  丁莪家庄有一棵近百年树龄的古树。

丁莪家庄：红色引领绿色  缔造诗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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