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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朱潘，曾名朱潘，原与上朱
潘同为一村。该村庄位于蓬莱城
西 7 公里、北沟镇东北 10 公里
处。村北临大海，三面环山，一条
河沟，贯穿村中，下朱潘位于河沟
东口，古称朱家沟。

相传，早在元朝年间，朱、潘二
姓就到此地落户建村，开基立业，
并以姓氏为名，称为朱潘村。后来
村庄繁衍发展，顺着沟夼东西延
伸，形成了两个自然村，偏东的位
于沟夼上游，叫做上朱潘，靠西的
位于沟夼下游，叫做下朱潘。朱、
潘二姓，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变迁，
不知何时何故消失了，但古老的村
名却沿袭至今。村庄现已发展到
300多户、960多人，今有李、白、
高、杨、慕、于、史、丁、刘、王、张、
赵、曲、姜、段、郝、孙、韩、徐、陈、
成、郭等二十多个姓氏，大家和睦
相处，携手共建家园。

追溯“朱潘”的古老渊源，元
代著名的邱处机道长曾留下的一
首古诗，意外地揭示了村庄的历
史迷踪：元初，朱潘二姓在此落户
为村，并且在村中的山泉之侧建
立道观，史称“朱潘庵”。邱处机
为此庵题诗：

题朱潘庵
登郡西去十余里，
大开泉石改幽居。
山深海阔相依映，
地僻云闲任卷舒。
夹道清地通熠耀，
倚天高柳桂蟾蜍。
鸣琴坐对烟霞客，
笑指劳生一梦虚。
邱处机这首优美的诗篇，诗

情画意，字字珠玑。字里行间，显
露了远古“朱潘”村的地理信息：

“登郡西南十余里”“泉石””幽居”
“山深海阔”，最后一句“烟霞客”，
则把邱处机与“朱潘庵”的历史渊
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这既反映
了当时的道教之盛，又间接地印
证了“朱潘”的悠久历史。邱处机
选择了远离“登郡”十余里的朱潘
庵修行布道，为朱潘村的历史文
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朱潘村还是一个具有光荣
革命传统的根据地，村里先后涌
现出一批英雄人物。

据蓬莱党史与当地村史记
载：早在1938年初，朱潘村就建
立了地下党支部。抗战时期，老
一辈的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冲锋
在前，带领村民积极抗战。村
里的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奔赴
前线，屡立战功，曾在全国有一
定知名度的高达三、白相国等，
就是村里参军参战的杰出英模

代表。
七七事变之后，蓬莱有8名热

血青年奔赴延安，其中就有下朱
潘村的鲁生等三人。当时，由村
里光裕小学的李谊亭发展的“民
先”组织成员高达三、赵一萍、王
日利等积极分子，带头开展抗日
救亡革命活动。1938年1月，中
共蓬莱县委党组织负责人于眉来
到光裕小学，与高达三等人建立
了秘密党小组，后转为党支部，广
泛发动群众，全力开展抗日救亡
斗争。当时的下朱潘村是敌占
区，村地下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
的领导下，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
秘密发展了李发蒲、李瑞雪、李德
长、张淑娥、杨万福、李发显、白淑
珍、李瑞铭、曹占亭、刘等贤、罗秀
敏等20多名党员，迅速壮大了党
的队伍。英勇的共产党员们在敌
人的眼皮子底下，硬是把各项抗
日救亡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
的需要，下朱潘村地下党支部还
建立了多个抗日群众组织，涌现
出农会会长白瑞香，妇救会会长
白淑珍、张淑娥、罗秀敏，民兵队
长白福山、高芳琦、杨万瀛，儿童
团团长高名凯、慕芳奎、李呈祥等
好干部。下朱潘村不愧是八路军
的“堡垒村”，在抗日战争中，八路
军的多批伤病员都秘密送到这
里，在村民白淑珍、李发纯等“堡
垒户”家中安心养伤。这些革命
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照顾子弟
兵，从未出现半点差错。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
投降，中华大地举国欢庆，中共蓬
莱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盛大的庆祝
大会。县委书记王一夫、县长孙自
平主持会议，表彰了下朱潘村在抗
日战争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及英勇
顽强与日寇斗争的革命精神，并评
其为蓬莱县抗日模范村。

1949年7月，山东军区副司令
员许世友带领大部队来到蓬莱，
为解放长山列岛做准备。下朱潘
村依山靠海，地理位置优越，老烟
潍路从村北通过，交通方便，攻岛
部队的野战医院就设在下朱潘村
光裕小学，学校北边的场院也住
满了战士。村里接到上级指示，
迅速发动群众，全面配合野战医
院开展抢救伤员等行动。儿童团
配合民兵，为医院站岗放哨；妇女
们来到野战医院，帮助照顾伤
员、洗衣物、洗被褥。村党支部书
记李发显、村长杨万福则组织村
民，把做好的白面饽饽、大饼及时
送到野战医院给伤员们吃，但村
民们却吃着粗粮和野菜饼子。当
时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解放长山列岛，消灭反动派，早日
解放全中国。

1949年8月11日，解放长山
列岛的战斗打响了。战斗期间，
不断有伤员被送到下朱潘村的部

队野战医院。下朱潘村的妇女们
分为三批，不分昼夜，轮流换班，
她们不怕脏不怕累，积极配合医
院护理照顾伤员。8月20日，长
山列岛全部解放。战后，许世友
司令员还专门来到下朱潘野战医
院，看望了伤员和护理伤员的群
众，并留下了宝贵的合影，见证了
这一难忘的历史时刻。

从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
间，下朱潘村先后有88位青年参
军及从事革命工作，其中有16位
青年为国捐躯。以下列举几位英
雄的光辉事迹，以此缅怀先烈，激
励后人。

李谊亭（1882-1973），早年
追随孙中山加入登州同盟会，参
加辛亥革命。抗战初期，他积极
地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中。李谊亭执教多年，言传身教，
学生受其影响，思想进步，许多人
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他作为开明
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参加各项
革命活动，1949年当选为蓬莱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席、蓬莱县政协
常委会副主席、县政府参议员等。

李谊亭的长子李瑞明 1941
年参加革命，次子李瑞荃1947年
参加革命，孙女李维芳1947年参
加解放军，一家三代四人先后参
加了革命。

鲁生，原名李发瀛，1916 年
生，自幼在下朱潘村光裕小学读
书，1933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入
烟台志孚中学。1935年冬，他积
极声援“一二·九”运动，翌年6月
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他奔赴延安，在延安“抗
大”短训班培训学习。1942年春，
为粉碎敌人的大扫荡，鲁生带领
一个连，隐蔽在蓬东抗日根据地
石皮山区一带，与敌人发生激
战。他冲锋在前，不幸中弹，壮烈
牺牲，年仅27岁。

高达三（1909-2008），曾名
高成江，1936年在本村光裕小学
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2月1日参与蓬莱三军二
路武装起义的组织和策划，历任
三军二路政治处主任等职。1938
年7月，高达三被任命为中共蓬莱
县委书记。1938年9月，调任山
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军法
处长兼后勤部政委，他随主力部
队转战山东大地，与许世友将军
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近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指
引下，下朱潘村大力发展多种经
营，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村民
收入，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继
续奋勇前进。

参考资料：
李福彦、高铭建提供的《百年下

朱潘》村志等

孩提时，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总是起早贪黑地忙
碌着，从不知休息。天不亮，父母就起床赶去生产队
劳动，漫天星辰时才收工回家。虽然整日劳作，但父
母依然是快乐的，我时常听到他们一边做饭一边聊生
产劳动中的趣事。父亲天生幽默，尤爱看书，他能用
非常诙谐生动的方言土语，将人、事、物描述得活灵
活现、令人捧腹。因此，在农闲时节，村里的那些年轻
人都喜欢来我家听父亲说书、讲笑话。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爱劳动、爱生活，
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听母亲说，我不到2岁时，就会主
动拿枕头给刚生弟弟的她垫腰，会主动倒热水给她
喝。那时，父母起早贪黑地忙活，爷爷奶奶身体也不
好，照看弟弟的活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头上。记
得有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幼儿园里睡着了，老师一
时大意，直接锁门走了。等我醒来发现天已黑、门已
锁时，并未慌张，而是爬上教室的高窗，大声呼喊。好
长时间后终于有人听到了，当门被打开的一瞬间，我
抱着弟弟那个兴奋啊，终生难忘。

我很小就承担起了各种家务活，喂猪、捡果树枝、
铲鹅屎鸭粪、洗衣服、去井里挑水……村东头的水库
边或是麦田边的水渠旁，是洗衣服的好地方。我跟着
几个邻居大婶大妈，端一大盆脏衣服去洗，洗完后直
接在野外晒干。那些邻居大婶大妈，没少夸奖我。

上小学四年级后，我就开始给全家人做饭了。妈
妈买了一台压面机，我就经常做面条儿。把土豆切
细，做成面卤，再烧开水下面条。熟能生巧，我做的土
豆打卤面好吃极了，到现在都是一绝。

除了家里的活儿，农田里的营生我也帮着干。我
们村是种粮大村，麦田一望无边。在农活中，最累的是
割麦子，最脏的是打麦场。父母舍不得让我干这种又累
又脏的活儿，但我特别想干，就兴致勃勃地跟着大人到
了麦田里。躬下腰刚开始割时，我心里还暗暗地定下目
标，一定要割完一畦麦子，结果累得直不起腰了，还是离
地头很远，最后用尽力气也没割完一畦麦子。晚上回到
家，我的两只手磨出七八个透明的水泡，担心被父母看
见，便偷偷地用缝纫针挑破了。第二天早晨，热情依然
高涨的我，又跟着父母下了地，到了地里才知道的确没
法干了，手掌磨出泡的地方，一碰镰刀把儿就钻心地
疼。无奈，那天只能帮父母捆麦子了，割完麦子又帮父
母往打麦场送。回家的路上，碰到好几个熟人，见了我
都不理不睬的，我很是纳闷。回到家一照镜子才恍然
大悟，原来我满脸黢黑，像个小黑人，甭说别人，就连
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说来奇怪，劳动带来的成就感
和喜悦感，很快就让所有的疲惫化为乌有。

上小学时，学校组织义务劳动，被称之为“颗粒归
仓”。那时每年收完庄稼后，总会有一些遗漏在地里，学
校就组织学生去地里捡麦穗、揽花生、揽地瓜，所有的收
获都要送到学校，学校称重后会给一点报酬。每一次我
交到学校的收获都是最多的，得到的报酬也是全校最多
的。记得有一年，班主任老师发给我5.5元钱，对一个
小学生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放学后，我兴冲冲地把
钱交给妈妈，妈妈也很是惊讶，说道：“这么多钱啊！”

由于我“眼里有活儿”，不论是走亲戚还是串乡
里，总能发现家里忙不过来的活计，动手帮点小忙，所
以到了暑假寒假，我的几个姨妈都会争着抢着让我到
他们家里住。

除了劳动，小时候我对读书学习的热爱也超过了
一切。每次期终考试后或是作文得奖后，我都会把获
得的铅笔、笔记本、书、奖状，像献宝一样摆在炕上，期
待地看着父母疲惫的脸上绽放出笑容。有一次，父亲
曾拿我“能连考全校第一”这事与民兵连长打过10块
钱的“豪赌”，结果是父亲赢了。

当时，农村的孩子想要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
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当兵提干或是随军，二是“鲤鱼
跳龙门”考上中专或大学。我这个乡亲们口中“别人
家的孩子”，后来真的考上了大学。

岁月悠悠，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但热爱劳动的
秉性并未改变，从小目睹父母辛苦而乐观地劳动，我一
直不敢忘本，内心里一直敬重那些勤劳朴实的人。

藏龙卧虎下朱潘
沙向阳

爱劳动的女孩
珂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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