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淄博市沂源县大张庄镇政府驻地西北9公里、县城西南17公里处，是南岩片区所在地。那里地处淄博（沂源）、临沂（蒙
阴）、泰安（新泰）、济南（钢城）四地交界处，南依孟良崮，西通徂徕山。明朝初年建村，因村前有大岩，故称南岩。

4月30日，南岩六村的大棚里一派热闹的生产场景，正忙着采摘小番茄的村民刘金祥说：“我们这里不光有红色的历史，现
在产业发展也很好。我们的黄瓜、甘蓝、小番茄在外地的大超市供不应求，老百姓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了。”

在南岩这片沃土上，红色印记与现代生活交织，产业发展与文旅融合并重，一幅活力迸发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红色遗址讲述南岩民兵故事

1938年夏，日军对沂蒙山区进
行疯狂扫荡，实施骇人听闻的烧光、
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了保
卫家乡，南岩村民熊加福和周边村
里的青壮年，自发开启了个人小游
击式的武装抗日活动。

1943年3月3日，由熊子功、熊
加福、熊子星组织领导的40余名青
壮年在南岩村庙前的广场上，举起
了步枪、大刀、鸟枪、红缨枪，擎着手
榴弹，在红旗下宣誓：“坚决拥护中
国共产党，拿起枪杆，保卫家乡，抗
战到底！”

由此开始，这支组织起来的民兵
队伍成为南岩民兵的雏形，结束了他
们单打散击的时代。从此，南岩民兵
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地同
日、伪、顽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成
为一支响当当的抗日地方武装。

自1943年到1945年，英勇的南
岩民兵历经战斗120多次，击毙日伪
军300多名，缴获步枪125支、机枪2
挺、小炮2门、子弹若干。民兵累计
牺牲19名，负伤60多名，先后有12
人被山东军区、鲁中军区授予“战斗
英雄”“特级战斗英雄”称号。

1944年春，山东军区在莒县召
开英模大会，南岩民兵代表出席了
会议。会上，熊子功（后改名刘建
军）被授予“山东省特级民兵英雄”
和“模范民兵指挥员”光荣称号，南

岩民兵被授予“南岩英雄民兵队”的
锦旗。为此，1944年3月21日，《大
众日报》特别刊发《向南岩同胞和民
兵英雄们致敬》的社论，延安新华
社、《解放日报》等报刊多次报道他
们的英雄战绩。

如今，走上玉皇顶、松崮顶，你
还能看到那些留着当年弹洞、炮痕
的遗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
它们还在平静诉说着那段激动人心
的红色历史。

村民家门口开起“红色课堂”

红色基因，延续至今。
2022年4月，南岩片区成立多

彩南岩党建共同体，包含片区南岩
四村、南岩五村、南岩六村、房家圈、
董家河沟、宋家峪6个村的党支部和
圣邦农业党支部，通过党建引领，实
现产业联兴，形成了抱团发展新
格局。

在多彩南岩党建共同体建设过
程中，他们注重把南岩民兵精神融
入其中，结合“沂源红”幸福家园民
生综合体项目，充分挖掘整理南岩
民兵宝贵资料，建设红色记忆村史
馆，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精神动
力和支撑。

4月30日，走进南岩片区，房前
屋后绿意浓浓，坚固整齐的河堤、生
机盎然的有机蔬菜大棚映入眼帘。
沿河道路平坦宽阔，村内街巷一尘

不染，过去废弃的猪牛栏、房前屋后
的杂物、河道里的垃圾杂草都不见
了，有的是小广场上的休闲长廊和
河堤上的绿化花草。

在片区，不时可以感受到扑面
而来的红色气息。南岩六村在人居
环境改造中，充分利用墙面的有限
空间，注重植入文化元素，保留红色
记忆。道路两侧的“红色文化墙”彩
绘再现了南岩民兵轰轰烈烈的革命
场景，让红色文化深深扎根群众
心中。

老百姓精神富足，村集体经济
发展也越来越好。通过土地流转，
党建共同体在南岩六村建设蔬果大
棚、野外垂钓、漂流、研学等文旅融
合项目，带动了40余名村民就业，每
年可为村集体增收数万元。

南岩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于守增说：“红色文化墙的打造
不仅美化了乡村面貌，还将红色文
化融入日常生活中，引导村民树新
风、倡新风。文化墙变成了村民家
门口的‘红色课堂’，也成为南岩片
区文明宣传的新载体。”

在南岩片区，不仅有红色文化
墙、南岩民兵纪念碑等红色印记，村
中还有古老的关井和上了岁数的石
碾，这些都成为了村民们幸福生活
的背景。

打造三色品牌
实现区域振兴发展

4月初，南岩四村、六村的东山
上曾响起隆隆的机械作业声。新建
的400余亩梯田，让南岩片区发展多
了一个“新抓手”。

南岩四村、六村东山片区水土
流失较严重，沟壑纵横，土地利用率
低下。多彩南岩党建共同体党委将
东山片区作为“平沟造田”主战场，
运用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农户300亩
土地进行“预流转”，积极争取高标
准农田项目，运用项目资金填沟5
条，新造耕地100余亩，片区总面积
达到400余亩，全部建成了适合机械
化操作的大块梯田。

项目实施后，农业公司获得大
片高标准农田、优良农资，参与流转
农户获得土地流转费，而“平沟造
田”多整出来的100余亩土地流转收
入归村集体所有，实现共同体内成
员全部受益。南岩四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赵卫祯说：“有了‘多
彩南岩党建共同体’，我们也有了主
心骨和依靠，各项工作开展更顺畅。
今后我们各村和圣邦支部在共同体
内部议事，为后续保护耕地、实施项
目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近年来，南岩片区充分发挥水
质、土壤等独特的生态优势，利用传
统的蔬菜种植技术，在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的统一管理下，大力发展占地面
积1000亩的绿色蔬菜产业园项目，
总投资约4500万元，建设蔬菜大棚
627座，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青椒

等蔬菜，年产蔬菜8000吨。
“以前俺老两口从年头忙到年

尾，种点粮食、管理果园一年也挣不
了几个钱，像俺这种情况在四村不
算少数。现在好了，镇上、村里帮俺
们建起了大棚，帮俺们选苗，带专家
来讲课，村里人的钱袋子才鼓了起
来。现在俺们早就脱贫了，日子越
过越有劲。”南岩四村的公茂柱说。
说起片区的变化，村民左效莲说：

“过去俺儿找对象都不敢领回家，怕
人家看着咱这村里、家里又穷又乱，
怕人家不跟咱。现在这些小伙子可
不愁了，村里又干净又好看，有了小
公园，跟城里比也不差。”

多彩南岩党建共同体党委副书
记、南岩责任区书记王树娟说：“下
一步，南岩片区将充分用好红色资
源、搞好红色教育，持续做大做强

‘南岩蔬菜’绿色品牌，并做足‘旅游
+农业’文章、孵化培育富民强村金
产业。通过‘红、绿、金’三色品牌的
打造，实现区域振兴发展，不断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晓明 王兵 孙渤海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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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南岩打造红色资源+绿色品牌+金产业三色品牌

红色沃土演绎春天的故事 村民于超进在自家黄瓜大棚
采摘。

村中央小广场上有人在卖现在
已不太常见的麻糁饼。困难时期可
以果腹的麻糁，如今主要用来做有机
肥料。

一块刻于1930年的石碑记载了
村民为抵御匪患在村旁山顶修建石
寨的过程。

刻着“忠於卫民”四个大字的南岩民兵纪念碑矗立在村内。 村民公衍庆和妻子正忙着推碾。 几名村民坐在一起聊天。关井的井口石被井绳磨出道道沟痕。

南岩四村、六村的东山上，通过“平沟造田”新建的400余亩梯田成为南岩片区发展的“新抓手”。

近年来，南岩片区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统一管理下，总投资约4500万元，建设蔬菜大棚
627座，年产蔬菜8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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