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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晓明 于魁
淄西，今天听来有些陌生的

词汇，但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
淄西在淄川人民革命斗争史上，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淄西，是对淄川西部地区的
一个统称。在抗日战争的中后
期，淄西是一个完整的行政辖
区，即中共淄川县委领导的淄川
县抗日民主政府行政辖区，同时
也是中共淄西工委和淄西办事
处管辖地区。当时淄西的范围
很大，包括张博铁路以西，北至
胶济铁路，西到章丘官庄、邹平
大临池，南至莱芜茶业口等地
区，由原淄川县、博山县、莱芜
县、长山县的部分组成。

1940年夏初，受形势所迫，
中共淄川县委、县政府由淄河流
域迁至淄西，直到1945年秋抗
战胜利。5年的时间里，淄西抗
日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战，用满腔
热血书写了一段段光辉的抗战
传奇。

1938年，中共淄川县委成
立，当时对外称八路军驻淄办事
处，1940年6月起先后迁至淄西
岳峪、镇门峪、山王庄一带，
1941年秋后迁到了东牛角村，
直到抗战胜利。1942年，日军

对淄西根据地反复“扫荡”，根据
地只剩下“一沟之宽、十里之长”
的狭长地带。在那段抗战最艰
苦的时期，这块不大的地方，却
是连接鲁中区和渤海区的秘密
交通线——— 淄西通道。如今，位
于淄川区岭子镇东牛角村的中
共淄川县委东牛角纪念馆，已经
成为淄川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基地。当地也保留着不少抗战
时期的遗址和物件。

在淄西，像东牛角村这样
的红色村庄并不少见。在淄川
区昆仑镇的西南部山区，山林
深密、道路狭窄。抗战时期，位
于山区深处的马棚村是淄西的
战略要冲，这里至今流传着马
棚交通站的故事。当时，马棚
村的邵大娘把自己的家当作秘
密联络站。她出生入死，掩护
伤员、传送情报、接待过路干部
战士，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贡献。

当时，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
队第四支队部分人员驻扎在马
棚村。1938年4月，山东抗战史
上著名的“磁窑坞会师”就是在
附近的磁村。

汪洋（民政部2019年9月公
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之一），抗日战争
期间曾任泰山军分区政委兼地
委书记，1942年在吉山被敌人
包围，他率部与日伪军激战，最
后壮烈殉国，时年29岁。为了
悼念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们，淄川

县政府在吉山村（今属济南市莱
芜区茶业口镇）的龙王台修建烈
士碑一座，后称“汪洋台”。

除了吉山战斗，淄西还发生
了三战三台山、长白山激战、金
牛山阻击战等知名战斗。其中，
冲山阻击战是一场由刘佐（张店
区傅家镇人）指挥的、主要由鲁
中子弟兵参战的一场经典战斗。
目前，当地有关部门正在修建冲
山阻击战纪念馆。

日军侵占山东后，在淄西的
杨家寨、大尚、黄家峪、常旺庄连
续制造了4起重大惨案。为不
忘国耻，这些惨案发生的地方通
过修建纪念碑、纪念馆等形式揭
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提醒人们永
远不能忘记中华民族遭受日寇
侵略的历史。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
去，淄西这个名字也走进了历
史。可是，淄西，作为特殊年代
的一个红色符号，像一座丰碑，
永远屹立在那段火红的岁月里，
闪耀着光芒。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用
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今天的人
们，如何讲好过去的红色故事？
如何用好用活红色文化？这都
是现实的问题。

其实，红色淄西比较显著的
一个特点是，红色旧址或遗迹比
较集中，主要存在于“一沟之宽，
十里之长”的狭长地带，这就为
连片开发提供了条件。因此，打

破行政区划的限制，集中梳理，
因地制宜，统一规划，打造独具
特色的红色区域品牌，也就具有
了探讨的意义。

这片区域内，层峦叠嶂，山
深林密，原生态的古村落，石屋
小巷，小河潺潺，风景优美，是众
多市民游玩、探险的好去处。其
中，古淄川二十四景之一的三台
山、有“天上的村落”美誉的牛记
庵，都已成为旅游风景区。这一
带，红色文化、绿色生态、人文
资源、乡愁记忆等各具特色。
2019年12月，淄川被正式认定
为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以红色基因引领绿色发展，恰
逢其时。

此前，在原来的红色淄西土
地上，部分镇域已经有了绿色生
态发展的梦想与实践。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总体
规划（2018-2035年）》中对昆
仑镇的未来有了谋划：以陶瓷文
化、生物医药、机械装备制造、新
材料为主导产业，重点发展生态
和人文景观旅游的陶瓷特色小
镇、经济强镇、生态新城。

2019年，淄川区岭子镇与
驻地大型企业合作，规划建设投
资50亿元的生态科技产业园项
目，通过建设特色农业观光区、
美丽乡村示范区和绿色产业园
区，加速工商资本“上山下乡”，
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
农业农村集聚，打造集生态工
业、现代农业、文化服务为一体

的“三产融合”、绿色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的“岭子样板”。

博山区域城镇镇门峪村、山
王庄、黄连峪村坐落于石门风景
区内，这里重峦叠嶂、青山碧水、
风光秀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

岳峪村也是一个有故事的
深山古村，从上世纪50年代末
一直到90年代，淄博市供销社
系统的岳峪门市部，是一个闻名
全国的商贸典型。岳峪门市部
曾经承载周围十几个村村民的
集体记忆。

在商品极度匮乏的年代，位
于大山深处的这个门市部，进货
全部靠驴驮，送货全部靠人挑、
靠人背。不但门市部的小伙子
要依靠扁担外出送货，女营业员
也是如此。营业员送货到一个
村，来回得七八个小时，且都是
悬崖陡坡、高岭深沟，甚至在下
大雪的时候也照样送货。后来，
这种“扁担精神”闻名各地，也让
岳峪门市部成了当年供销社系
统的一面旗帜。

红色引领聚合力，振兴发展
正当时。挖掘红色故事，重现淄
西抗战的烽火岁月，以史为鉴，
激发人们的爱国激情；利用好人
文自然资源，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处在淄西通道上的人们
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未来通
过连片开发，抱团发展，优势互
补，一个文化多元、生态优美的
淄西文化走廊正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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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红色淄西亟待连片开发

岳峪门市部内景。岳峪门市部的“扁担精神”，曾是各地供销社学习
的榜样。 记者 李波 摄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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