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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发现··运河运河

“我们村也有笸箩渡，也渡过八
路军、解放军！”

看了本报11月25日刊登的《红
色笸箩渡 运河上的秘密交通线》
后，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80岁村民
刘子江告诉记者，人和镇村的笸箩
渡历史更长、故事性更强。

与马厂兵营同时代
人和镇笸箩渡始于晚清

刘子江博闻强记，熟稔马厂兵
营和村庄的历史。他说，人和镇村
的笸箩渡几乎与马厂兵营同时代，
其历史比人和镇的村史还长。

187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拱
卫京津战略需要，奏请同治帝建立
马厂兵营。他将淮军名将周盛传调
来主持兵营建设，2 万“盛字营”
官兵进驻马厂。他们在运河两岸建
设兵营，东岸为东营区，是主营；
西岸为西营区，是副营。

大运河阻断了东西两营，建设
人员和建筑物资运输极为不便。当
时运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渡船。附
近的赵氏兄弟赵连起、赵连发、赵
连德，就用大笸箩运送物资和人
员，在运河上来回摆渡，赚些辛苦
钱。

“笸箩是方圆形，上口 1.5米，
深80公分左右。笸箩太小，无法泊
渡，就用木棍把两个笸箩连在一
起，后来又连起4个，最后连起了6
个，就成了一艘小船，大大提高了
运输能力。”刘子江说，这就是人和
镇最初的笸箩渡。

后来有人在运河上建了一座浮
桥。随着兵营的建设，往来船只越
来越多，河道愈加繁忙。浮桥虽然
便利了东西两营的联系，却经常造
成南北船只拥堵，不久就被拆除
了。后来东西岸间虽有了渡船，但
笸箩渡一直存留下来。

兵营外原有18户驻军家属，后
来发展为买卖街，商铺、邮局、浴
池、书馆等应有尽有。后来，曹锟
亲笔题写“人和镇”，人和镇村从此
定名。

随着经济的繁荣，在运河上建
桥势在必行。他们从南方购买木
料，沿河运来，在人和镇村兴建了
青县到天津运河上第一座吊桥，也
叫开关桥。结束了这段运河没有桥
梁的历史，方便了两岸群众、物资
贸易的往来。

笸箩渡的作用越来越小，随之
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抗日战争烽烟起
笸箩渡发挥大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沿津浦线
迅速南下，很快控制了青县整个地
区。

1938年上半年，日军在人和镇
桥头建起炮楼，驻有日军一个班、
汉奸20多人，控制了运河上的开关
桥。他们不仅严格搜身，还强制过
往的老百姓鞠躬致敬。老百姓敢怒
不敢言，一度消失的笸箩渡又恢复
了使用。

据《中国共产党青县历史》记
载，1937年，定州籍共产党员刘德
太受党组织派遣，以出售眼药为
名，潜入青县北部，秘密传播马列
主义，发展党员。6月，他介绍张
马尾箩、修笼屉的小手艺人樊云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樊云峰是青县
籍并是当地入党的第一位党员。在
刘德太的派遣下，他利用到马厂兵
营等地张马尾箩、修笼屉的机会，
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樊云峰每次
到马厂兵营，刘德太都在人和镇等

候。
刘德太与樊云峰是怎样在马厂

兵营、人和镇附近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党史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刘
子江却为我们讲述了鲜为人知的一
幕。

“我爷爷是一名医生，在买卖街
上开有茂松堂药局。有一次樊云峰
患病后，爷爷给他治好了病。从那
以后，他每次到人和镇，都去药局
坐一坐。他和我二爷爷刘云峰最谈
得来，后来发展他入了党。二爷爷
又发展张文奎、李树枝入党。张文
奎是人和镇商会会长的儿子，担任
日伪警察局局长，提供了很多有价
值的情报。李树枝是泥瓦匠。后来
八路军武工队队长周明福以伙计身
份为掩护，在人和镇进行抗日活
动，有时就住在二爷爷家。”刘子
江说，当时人和镇的笸箩渡是乡
俗，日军禁也禁不住。再加上笸箩
渡两岸都由日伪军控制，后来干脆
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当时地下党员
送情报，都坐笸箩过河，以做小买
卖为名，把情报送到青县大邵庄、
大城冯庄等八路军驻地。他们也将
筹集的一些煤油、食盐、药品等物
资，想方设法通过笸箩渡运到了冀
中。

送物资巧用笸箩
解放战争再建奇功

1945年抗战结束后，开关桥一
度成为沟通运河东西两岸的重要枢
纽，我地下工作者利用开关桥运送
了不少情报和物资。不久，国民党
挑起内战，对解放区大举进攻。马
厂兵营、人和镇一带战略位置重
要，国民党军队控制了运河上的开
关桥，加紧了对来往物资的盘查。

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员又想
到了笸箩渡。他们将获得的情报交
给交通员，由交通员打扮成小商贩
模样，乘笸箩过河，把情报送到河
西，交到党组织手中。有些物资如
药品等，也在夜间用笸箩悄悄送过
河。

国民党气急败坏之下，派特务
搜捕地下党员。那时他们常常白天
坐笸箩过河，到河西庄稼地藏起
来，晚上再坐笸箩返回人和镇搜集
情报和物资。后来，解放军派来一
名连长，叫李福瑞，到人和镇村开
展工作。

1947年春，国民党一把火烧了
开关桥，妄图以此切断运河两岸解
放军的联系。但这没能阻挡共产党员
的活动。他们利用人和镇的笸箩渡，
一次次把情报和物资输送到解放区，
直到青沧战役胜利，青县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政府
出资在开关桥下游50米处兴建了一
座木桥。运河上再次有了桥，人们
行走两岸更方便了。从此以后，笸
箩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消
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人和镇村行走，刘子江指着
巷子里的一幅壁画说：“这上面画的
就是我村地下党员李树枝送情报时
英勇牺牲的故事。”抗战时，李树枝
坐笸箩过河，去静海县沿庄送情
报，途中被鬼子逮捕杀害，装在麻
袋里，扔进了运河中。家人四处寻
找，其子寻到河堤边，河浪翻滚，
冲上来一个麻袋。打开一看，他被
铁丝五花大绑，早已牺牲多日。

“新农村建设时，村里把李树枝
的英雄壮举绘于村巷的墙壁上。每
次路过这里，我在感叹烈士精神的
同时，也禁不住心生敬意：咱村还
有这样一段红色历史，还出现过这
样的抗日英雄！”刘子江说。

青县青县青县人和镇村人和镇村人和镇村
也有也有也有笸箩渡笸箩渡笸箩渡
杨金丽 王少华 摄影报道

抗战时受重伤

季志刚说，战场上的父亲，奋勇
杀敌；从政后，老人一世清廉，在当
地威望甚高。目前，老人身体健康，
只是有些耳背。季志刚从小就经常听
父母讲过去的事，1969年也曾和姐
姐下乡插队到季九拨村，一家人对家
乡感情很深。

1942年，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
的时期，未满 18周岁的季殿凯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加入八路
军。他曾参加攻打南皮，解放东光、
泊头镇火车站、沧州枣园，德州狙击
战等多场战斗。1947年7月，被中共
南皮县委任命为城关区政府荣军干
事，后兼任城关镇党支部书记。1948
年“南下”，先后任浙江余姚县（现
为市）逍林区区委副书记、瑞安县委
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1958年任
瑞安县委书记，1976年调往浙江省
委农办，1984年调浙江省林业厅后
办理离休手续。

战争年代，季殿凯积极配合抗
日武装，与日军展开游击战。白
天，假装村里的普通百姓；晚上，
带领村里的进步青年，开展党的地
下工作。

当年，日寇将指挥作战的电话线
从城里沿公路架到各地，率领大家以
黑夜作掩护，割掉电话线，破坏敌人
的通讯联系。指挥系统瘫痪了，敌人
也就成了聋子、瞎子。他们将电话线
和电线杆等战利品变卖兑现，作为革
命经费。每次行动时，大家分工明
确，观察敌情、上杆割线，配合非常
默契。

为鼓舞群众斗志，季殿凯经常冒
着危险深夜到各村张贴抗日标语，增
强了人们抗日救亡的信心。

1945 年 6 月，季殿凯加入八路
军，在沧州枣园战斗中受了重伤，后
被鉴定为二等乙级残疾。

据老人回忆说，那天，敌人占领
枣园后，直逼他所在的部队。正值炎
热的中午，战士们饥渴难耐，纷纷来
到水塘边取水。突然，敌人的一发炮
弹呼啸而来，季殿凯赶紧招呼大家卧
倒隐蔽，可他自己却被两块弹片击
伤。其中一块穿透他的右脸颊，上、
下颚俱伤，部分牙床被削去，另一块
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脚，导致跖骨粉
碎。当时，季殿凯的头肿得像一个大
方斗，经过一段时间的养伤后，又投
入了新的战斗。

徒步2000公里南下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
日益明朗，昔日敌强我弱的局面发生
了根本转变。解放军摧枯拉朽，南方
很多省份解放。这些地方百废待兴，
急需我党干部。

出于这一考量，1948年 9月 8日

至 13日，我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
决定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至少 5万
名各级干部，随军南下，在新解放
区建立党政军机构。根据上级指
示，南皮县迅速作出了选派南下干
部的决定。

故土难离，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
恋乡情结。当时，一些人心有顾虑、
犹豫不决。

“党的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季殿凯不顾身体残疾，不
讲条件，不计得失，义无反顾，踊跃
报名，与全县 78名选派干部（前期
61名，途中编入 17人）一起南下支
援新解放区建设。1948 年 12 月 17
日，他告别家乡，在干部群众的欢送
下，从乌马营镇罗张村启程。他们冒
着没有散尽的硝烟，跋山涉水，风雨
兼程，历时 5个月，徒步 2000余公
里，于1949年5月到达目的地——浙
江余姚，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南
下”壮歌。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一
大队第六中队指导员林生带领他们接
管余姚县。林生在南北方干部和军管
会干部会师大会上动情地说:“从南
皮到余姚 2000多公里，我们的第一
故乡在运河的那一端，第二故乡在
运河的这一端，真是远在天边、近
在咫尺啊！我们将同南方同志亲密
团结，密切协作，为建设新余姚而
奋斗。”此后，林生担任余姚县委书
记。

接下来，季殿凯按照大会上的要
求，克服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
将他乡作故乡，积极宣传党的政策，
团结各界人士，不怕困难，大力培养
本地干部，他出色地完成了建立新政
权、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积极支
前、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和改善人
民生活等工作，为余姚的革命和建设
作出了突出贡献。

瑞安人民的好书记

1952年，季殿凯调到浙江瑞安
县（现为市）工作。后来，经过农村
社会主义改造，全县人民公社逐渐建
立起来，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1962年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四十条》中要求：“争取每亩平均年
产量分别达到 400斤、500斤、800
斤。”完成这一粮食生产指标，时任
瑞安县委书记的季殿凯认为，任务很
重，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生
产积极性。为此，他先后4次到隆山
公社进行社会调研。

在调研中，季殿凯发现，隆山公
社内部人心不齐、收入分配不公平，
人们对“老爷式”的干部做法很是不
满，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不高。

为解决这一问题，季殿凯经过反
复的思想斗争，作出了四方面的革
新：首先审核大队干部的误工事由，
清退不合理补贴；第二，精简全职干

部人数；第三，精简会议，采取
“白天不开夜里开、晴天不开雨天
开、农忙不开农闲开”的政策；第
四，干部参与生产劳动和社员“同
账分配”。

随后，将 19个生产大队的 84名
干部都落实到生产队，积极参加劳
动，领导生产，和社员一样分配。
1962年，全公社平均每大队干部劳
动140个工，干部补贴工分占总分的
比例低于2%。

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平日“香烟
抽抽，街上遛遛”的大队干部不见
了。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从根本上
解决了大队干部劳动少、补贴多的问
题，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
性。

毛主席批示传佳话

1963年4月，在中共浙江省第四
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瑞安县委将一
份题为《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
劳动加强生产队领导》的调查材料呈
报到省里。省委领导对瑞安县委书记
季殿凯蹲点调查、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做法很赞赏，并认为隆山公社组
织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很好，经
验值得推广。于是就确定季殿凯在大
会上发言。

当年5月2日至12日，毛主席为
了解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
际情况，亲自在杭州召开由各区书记
和部分省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会
上，浙江省委提交了7个县市的先进
事迹报告，其中就有瑞安隆山公社的
《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加
强生产队领导》。

5月 9日，毛泽东看了材料后一
气呵成写出 1300 多字的长篇批语，
史称“五九批示”。

批示中，毛主席认为浙江省这 7
个材料都很好，建议发到各地给干部
们阅读。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中发
[1963]1347号)文件，在全国范围传达
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浙江

日报》《杭州日报》等众多媒体也相
继作了报道，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学习
的热潮。

“五九亭”铭刻荣光

隆山公园是瑞安市中心的一座山
地公园，总面积20.3公顷，园内隆山
塔始建于宋，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
史，是瑞安城的地标。

隆山塔的西面有一座二层仿古
亭，名为“五九亭”，建于 1992年 6
月。亭前立着一对陶瓷华表灯柱。

“五九亭”的中央竖有一块汉白玉石
碑，碑上刻有毛主席的“五九批示”
全文。

这则批示教育、影响了瑞安一代
又一代党员干部。它闪耀着时代的光
芒，成为共产党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

现在“五九亭”已成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的干部群众
和青少年学生来此参观学习。

而在家乡南皮，季殿凯也同样受
到乡亲们的尊崇与爱戴。这不仅仅是
因为他在抗日战争、解放南皮中为家
乡作出过重要贡献，还有他在三年困
难时期为家乡提供的帮助。在那自然
灾害频繁、物资极为匮乏、群众生活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与季殿凯同为抗
日老战士的南皮县副县长李保民，当
年曾几次带队赴上海、宁波、温州等
地，采购、调剂了大批代食品，为保
障全县人民群众安全度荒和生产自救
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就包含着
季殿凯的工作和功劳。

时光匆匆，转眼 58 年过去了。
季殿凯也由一位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
变成了耄耋老人。但他身上所体现出
的那种信仰坚定、不忘初心、甘于奉
献、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南
下精神”，仍广为流传，为人称颂。

翻开尘封的老相册，重温季殿凯
老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禁让人
肃然起敬。他用一生践行共产党人的
初心与使命，他是瑞安的骄傲，更是
沧州的荣耀。

季殿凯是南皮县季九拨村人季殿凯是南皮县季九拨村人季殿凯是南皮县季九拨村人，，，戎马半生戎马半生戎马半生，，，一生一生一生清廉清廉清廉；；；他曾徒步他曾徒步他曾徒步200020002000公里南公里南公里南

下下下，，，后任浙江瑞安县委书记后任浙江瑞安县委书记后任浙江瑞安县委书记————

他写的调查报告他写的调查报告他写的调查报告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作作作长篇批示长篇批示长篇批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斐斐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赵树森赵树森 王王希忠希忠

1963 年 4 月，浙江省委将 7
份调查材料呈报给到杭州视察工
作的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看了这
些材料后，作了 1300多字的长篇
批示。

5 月 9 日，中央以文件的形
式，向全党全国传达了毛主席的
批示，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
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
成一片，真正成为受群众拥护的
好干部。这就是著名的“五九批
示”。

其中，《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
部参加劳动加强生产队领导》调
研材料，就是南皮县南皮镇季九
拨村人、南下干部、原浙江瑞安
县委书记季殿凯撰写的。

季殿凯，1925年生，今年已
97岁高龄。目前，老人在杭州安享
晚年。近日，我们联系到了老人的
儿子季志刚，结合当地党史办提供
的翔实资料，再现了这位党的好战
士、好干部奉献一生的往事。

毛主席“五九批示”纪念亭 （资料片）

曾任瑞安县委书记的季殿凯（右） （资料片）

刘子江老人讲述笸箩渡牺牲烈士李树枝的事迹。 王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