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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原名李基祥，当年参加
革命后，为亲属不被迫害，改为李
祯甫、李征夫，李征夫寓为“革命征
途不畏难，甘当人民一夫子”之意。

父亲1919年出生在山东黄县
（今龙口市）城关镇，自幼家境贫
寒，13岁就到龙口镇藤竹店当学
徒，还在帽店和旧衣店等商铺当过
店员，小小年纪起早贪黑辛苦劳
作，受尽了剥削和欺压。17岁时
他被迫到了黄县兄弟印书馆当学
徒，翌年在黄县先锋日报社当排字
工人。

1938年6月，父亲在黄县莱山
院参加了由共产党人马保三领导
的胶东抗日游击队八支队。同年8
月《大众报》创刊，因为我父亲曾是
印刷工人，旋即调到《大众报》，直
至1950年终刊。12年里，父亲与
报社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先后当
过排字和装订工人、厂职工工会主
席、装订股副股长、报社印刷部副
部长、报社第三厂厂长、石印厂厂
长、收发交通股股长、报社党总支
副书记和书记。其间，《大众报》
（1948 年 12 月 1 日改称《胶东日

报》）先后出版了2869期，让党和
人民的声音传播到胶东大地，激励
了广大军民。

回忆往事时，父亲最刻骨铭心
的是掖县河南村战役。

1939年 12月 9日，胶东区委
正在召开纪念“一二·九”学生爱国
运动大会时，日寇突然向根据地进
攻。由于我方事先没有得到准确
情报，敌人很快逼近了区党委和司
令部驻地。上级机关立即向西南
方向转移，并指示报社和党校成立
临时指挥部，坚守或向北转移。指
挥部由警卫连龙飞担任指挥，政委
由报社社长阮志刚和党校校长李
辰之担任。报社卫队担任前卫，工
人自卫排担任后卫。这次遭遇战
一直打到第二天，由于寡不敌众，
报社和党校损失很大。报社社长
阮志刚和党校校长李辰之均当场
牺牲，70多位同志长眠于河南村，
二三十位同志光荣负伤。每当想
起，父亲都悲痛不已。上世纪80年
代，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还到河南村
烈士陵园进行祭扫。烈士们正像
1940年4月5日所立的碑文中写

的：“他们曾经开拓了胶东文化的
荒原，他们是胶东思想战线上的英
勇斗士”。

1938年8月初，中共掖县（今
莱州市）县委成立了北海银行，北
海币委托掖县同裕堂印刷局（私
有）印制。由于形势所迫，1939年
3月，北海银行宣布停业。同年8
月1日，北海银行恢复营业，根据
上级指示，北海币委托大众报社代
为印制。父亲一直在保密状态下
从事这项工作。直到 1940年 11
月北海银行印刷所成立，报社才
完成了秘密印制北海币的使命。
这一年多的时间，是抗日战争最
艰苦的岁月。父亲他们经常受到
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和日寇汉奸
的扫荡，他们一边印刷，一边战
斗，还要不断地疏散掩埋设备和
起挖装配设备。时间不够，加班加
点是平常事。他们克服了种种难
以想象的困难，圆满完成了北海币
的印刷任务。

1948年 12月 1日，北海银行
和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
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几次家
乡饮水的变迁。

我的家乡蓬莱区南王街道邢家村，依山傍
水，村西是丘陵地，村南、村东、村北是平原地，
一条河流自南向东向北围绕大半个村子。20
世纪60年代，村里村外有九口井，唯有村南头
的那口井，几乎全村人都饮用。井水离地面一
丈有余，用担杖就可以打满水桶。每天天刚放
亮，井台上就沸腾起来，水桶声、担杖声、挑水
人的说笑声交织出欢快的晨曲。那时我十二
三岁，就学会用担杖打水、挑水。我个子矮，为
了平衡且使水桶不触地面，把担杖钩挽起来
挑。我先给爷爷奶奶家挑满缸，再把自家的水
缸挑满。有时，不慎把水桶沉入井底，就长杆
绑短杆，杆头上再绑上铁钩才能捞上来，真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生活水平提
高了，饮水方式开始改善，兴起庭院建井。先
是人力挖、石头砌，后来钻井队进村，一家挨一
家按顺序钻井，生意红火得不得了。机器昼夜
不停“嘭嘭嘭”地运作，顺利时不用一天就钻
成，遇到石层就得两三天。下井的石子、塑料
管、压水井头等由户主自备，再加上工钱、饭
钱，哪一口井的费用也掉不下两千元！庭院建
井，人们用水桶提就可以了，洗衣做饭方便，院
里也菜绿花艳。

进入新世纪，大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承包村西百余亩荒山野岭、建起了废铁收
购站的村民邢汝伟是村里的首富户。村民看
准了，推选他担任村干部。他不负众望和重
托，率领干群发展公益事业，好事办了一桩
桩。为了灌溉，修渠、建二级扬水站，引水上
山。村前村后，田间地头，机井又多了，实现了
全部机井水浇地。

2004年，村里规划安装自来水，山顶自建
的水塔成了全村人的饮水之源。施工的那些
日子，大街小巷，沟壑纵横，挖管路、下管道、
焊接头，屋内院外都设有水龙头，全村人干
得热火朝天。最让人开心的是通水那天，全
家人围在打开的水龙头跟前，起初听到“哧
哧”的声响，接着清水直涌而出。9岁的小
孙女拍着小手欢跳着说：“快看快看！水来
了，水来了！”她连忙接了一碗水递给我，我
喝了一大口，兴奋地说：“这山水，甜，真甜
啊！”全家人争相品尝，都赞美这水真甜，欢
声笑语荡漾在农家小院。更有趣的是，第二
天早上，天真的孙女对大家说：“昨晚，我做
了一个好梦，梦中我去接水，接来一喝，那不
是水，而是甜甜的蜜！”全家人听了乐开了
怀。我接过话茬说；“是啊，如今咱们就是过
上了流蜜的日子啦!”温馨的农家院里又是一
阵朗朗的笑声。

党的好政策让家乡人的饮水方式不断
变迁，从挑水、庭院建井到安装自来水，农民
的小康日子一步一层天。这变迁，是社会进
步、时代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今，打开
水龙头，水流进缸里，流进锅里，流进农民的
心窝里！

我的父亲李征夫我的父亲李征夫
与与《《大众报大众报》》
李晓明

随着胶东《大众报》的终刊，父
亲被调到胶东区委组织部工作，而
后随大军南下，一直在徐州市工作，
先后在市政府多个部门和人民检察
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中间他曾在

“徐工集团”的前身“地方国营徐州
铁工厂”担任过近两年的厂党总支
书记及厂长。1982年，父亲从徐州
市委视察室视察员岗位上离休。

离休以后，他对在胶东大众报
社那段经历的感情愈发炽烈，经常
和老战友联络，给我们兄妹讲述，充
满了深情。1986年，烟台日报社向
老报人发出征集回忆文章的通知，
父亲十分高兴，觉得这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父亲立即行动，搜
集资料、编写提纲、联络战友、确认
细节，绘制报社转战态势地图，经
常写作、绘制到深夜。他把对在胶
东大众报社战火岁月共同战斗的
战友们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怀念寄
情于笔端素笺；把胶东大众报社血
与火的英雄事迹和行动轨迹定格
于字里行间。当我拿到烟台日报
社编印的《战火中的胶东报坛》时，
内心深深震撼，记录历史真实的60
篇文章，篇篇都直击心弦。其中，
就有父亲撰写的5篇文章。

《忆阮志刚社长的几件事》一
文中，父亲怀着敬重的心情，书写

着对这位年轻的老领导的怀
念。阮社长在《大众报》初创

时期就来报社担任社长。这位能
运用5国8种语言的清华大学高才
生，知识渊博，被大家称为“胶东小
词典”。当时报社初创人员不足，
他加班加点，每天工作超过12小
时。他虽然工作很忙，但他尽量抽
出时间每星期给工人同志们上一
次课。用通俗的语句，打着生动的
比喻，声音不高不低不紧不慢，滔
滔不绝地讲着，每一次一讲就是一
个多小时，但是工人同志没有一个
感到疲倦的。他平易近人，开会总
是坐在工人中间，休息时间还为同
志们修理钢笔和钟表。1939年12
月10日，他在掖县河南村战役中英
勇牺牲，年仅27岁。面对这样才华
横溢、英年早逝的领导，父亲在撰
文时怎能不泣下动容。

父亲还撰写了《大众报对敌斗
争中的历史片断》《怀念敬爱的战
友周居宾同志》和《记胡玉池同志》
等文章，回顾了报社在战火中不断
发展壮大和同志们并肩战斗、艰苦
奋战，不断取得胜利的光荣历史。
父亲手绘的3张《大众报社转战胶
东形势简图》，绘制了大众报社在
胶东13个县市、150多个村镇活动
的路线图，标志了与日伪、国民党
顽固派20多次战斗的战场地址和
被敌人包围过的9个村庄的地点。
他在绘制后的说明里写道：“根据
我的记忆绘制出的三幅简图，在于

纪念光荣牺牲了的烈士们，激励幸
存者和我们的后代，继续为中华民
族的兴旺发达做出应有的贡献。”

1988年10月9日到18日，应
烟台日报社的邀请，父亲来到烟
台，先后到掖县、黄县、蓬莱、威海
等胶东大众报社旧址故地重游。
那时我已从徐州调到烟台工作，父
亲就提前来烟台住在我家。父亲
邀请他的报社老战友到我家聚
会，那天我家真是群贤毕至、高朋
满座，有王人三、丛树干、刘少白、
王太云、庄立兴、梁清桂等叔叔伯
伯。在那物资尚且不很丰富的年
代，我竭尽所能准备了满满一桌
子菜，以表达对老前辈的尊敬。
席间，大家时而谈笑风生，回忆着
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而神色凝
重，怀念为党的新闻事业牺牲的
战友。他们都是满腹珠玑的文化
人，说出来不少感人的故事。我和
母亲就在旁边静静听着，与他们共
同分享胜利的喜悦和失去战友的
悲伤。

非常感谢宋世民老师的《秘印
北海币》，它给了我一把打开记忆
闸门的钥匙，父亲讲过的许多在胶
东大众报社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
在脑海之中。我觉得作为革命报
人的后代，有责任把它们记下来，
向战火中胶东报坛的老前辈致敬，
也向我敬爱的父亲致敬！

二

自从看到2022年11月24日《烟台晚报》“烟台街”版上刊登的《秘印北海币》一文以后，心中一直不能平静，
文中提到的李征夫是我的父亲。

父亲生前给我讲过，他自1938年8月《大众报》创刊开始，就一直在报社工作，直到1950年4月终刊，整整
12个年头，他对在战火中艰苦卓绝的报社工作经历念念不忘。他离休后给我们兄妹留下的家书中，还提到了这
段历史，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革命者的后代，一定要永远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

怀故人怀故人

家乡饮水的变迁
殷宗礼

往事如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