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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一、烽火鲁中，距离城市最
近的革命老区

鲁中山区北缘，有一个距离
博山城仅6公里的革命老区，叫
樵岭前。该村位于庙子岭之阳，
望鲁山之阴，为原山山脉所环
抱。明代已有此村。1926年，樵
岭前村刘中和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博山地区早期党员之一。
抗日女英雄刘云程，1938年参加
革命，次年入党，任博山县第二
区各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会
长，1942年10月17日，在掩护中
共泰山地委县、区脱产干部和部
队连排级干部轮训班学员转移
时，牺牲在日寇刺刀之下。1947
年2月中旬，陈毅、粟裕指挥华东
野战军以两个纵队在南线阻击
敌人，主力秘密北上，将敌人控
制在青石关、樵岭前地区。20日
拂晓，我军第八、第九纵队各两
个师埋伏在望鲁山、普通、和庄
村两侧山坡，截击全歼由博山南
下的国民党73军77师，击毙少将
师长田钧剑。

二、穷山僻壤，千年山村出
路何在？

樵岭前之所以成为敌人眼
皮底下的革命老区，就是因为
在樵岭前村与博山城之间横亘
着一座大山，叫庙子岭。新中
国成立多年之后，战争年代的
安全屏障庙子岭成了村民发展
生产、联通外界的重大阻隔，致
使1974年时的樵岭前还是个贫
困村。

庙子岭就是峭岭、樵岭。樵
岭前就是在樵岭之阳、庙子岭前
头的意思。按刘同金的话说，多
少年来，这根岭把樵岭前治穷
了，人们无路可走，村里人祖祖
辈辈的出路就是南出青石关上
莱芜卖柴火，北跨庙子岭到博山
卖柴草干果。凡出村，大人小孩
都得挑担子，赶个博山集，五更
天走，回来到太阳落山。

这一年，35岁的大队会计刘
同金被推到了党支部副书记位
上。刘同金，1941年出生，8岁上
山砍柴，挑着担子过青石关去莱
芜卖柴，9岁开山卖石补贴家用，
14岁高小毕业回村成了一名社
员，两年后成为生产队食堂会
计，又两年成为大队会计。

刘同金暗下决心，既然干了
副书记，就得带领大家改变落后
面貌。

樵岭前的穷根在哪？闭塞，
窝在大山里，没有出山的道路。
白杨河由村中发源，沿着峡谷流
向孝妇河。水能出山，路就能出
山，沿着白杨河北侧的峭壁开
路，可以彻底打通堵在村庄东头
的天然屏障。可是凭着樵岭前
穷得叮当响的老底子，怎么把路
修通？

三、劈山开路，樵岭前村改
天换地

刘同金回头跟村干部商量，
大家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没钱二
没东西，咱能修了路？刘同金
说，咱有人，咱集合起人来，有多

少本事使多少本事，有啥本事使
啥本事，豁上命，不信这路修不
通。3年不行5年，再也不能这样
憋屈下去。

刘同金上了犟劲，同意也
干，不同意我也得干。他在东场
园社员大会上表态，205国道快
竣工了，距离樵岭前村仅有5华
里，给我10年时间，辟下庙子岭
南坡陡壁，一定把路修起来。

从村口到205国道，沿白杨
河北侧全是岩石陡壁，得打眼放
炮把石头一点一点啃下来，填出
道路。当时大家真是发愁，老虎
吃天，不知从哪下口。有人担心
害怕，在百丈悬崖峭壁上干活，
要多危险有多危险！经过论证、
测绘，决定将出村道路走下河，
经过北悬崖、李家洞前、白杨河
村与205国道交会接轨。成立了
由15人组成的工程领导班子，下
设放炮员、技术员、安全员、物资
保管员、工分考勤员。

1976年12月1日开始动工。
分为三个施工小队、一个后勤组。
一队负责打炮眼，二队负责开山
凿石，三队大部分是半劳力，干零
杂活，一个后勤组负责烧开水、维
修工具。先后197人参加，妇女占
40%，每天正常出勤113人。

白杨河村那一溜河边全是
光崖，开始召集了50个人放炮劈
山，不是钢钎打在手上，就是打
进钢钎拔不出来，没有一炮可
放，放响一炮也炸不出一抬筐。
有人说，干脆算了吧，等以后有
了条件再干！刘同金想，这50个
人不能指望，再从村里招人，把
会打眼放炮的人找出来，领着
干，大家慢慢学会了打眼，只用
了半个冬天，就把白杨河以西笔
直的400米山崖辟了出来。从那
开始，顺着河沿往上修，一面劈
山，一面平整路面，完成总工程
量约3万立方米，用工1.6万个。

集体意志和智慧迸发出奇
迹般的能量。1977年4月13日
提前通车，当天，买了一个12马
力拖拉机，插上红旗，敲锣打鼓
顺着新修的公路跑了一趟。大
队隆重举行通车庆典，从113人
中评选出先进个人45名表彰，其
中妇女8名。一人一张奖状、一
条手巾、一个搪瓷缸。

血性的樵岭前人，用不向命
运屈服的伟岸身躯，为我们矗立
起一座当代愚公群像。

继而，他们又利用三个冬
春，投工8.68万个，开山凿石，搬
运土石方15万立方米，修通了8
条、全长40余华里的盘山路，为
后续旅游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修路之初，交通局给予了测
绘和部分资金支持。测绘人员
忙一天，大队管不起饭，刘同金
就把人拉到家里吃。这种替公
家管饭的差事刘同金不知办过
多少。老伴说，我这一辈子就管
着替你做饭，伺候公家人。

有了路，刘同金组织人员把
山岭沟壑重摸了一遍，调整充实
了精干林业队，拉开了修梯田、
挖坑、整穴、育苗、植树的三年治
山造林大战。炸药用掉8吨，钢
钎用掉2吨，广植刺槐、白杨、平
柳、榆树、松柏、泡桐等70多万
株，栽植花椒、栗子、柿子、桃、
枣、梨、苹果、山楂等经济林3
万多株，全村每人占有木材树
820棵、经济树20棵，昔日荒山秃
岭彻底改变了面貌。

四、小小蛭石，引爆集体经
济迅猛发展

1977年“三夏”刚过，刘同金

带着全村8个生产小队的队长上
了山，让大伙认识本村的矿藏。
快到池子村的山上，发现有一种
矿物，明晃晃的，不知道是啥。
听说莱芜有类似的东西，刘同金
带着两个人去莱芜买条子搞条
编，下步走20里路到莱芜和庄，
坐上车到莱城，住了一个三毛钱
的旅馆，在苇席上睡了一宿。住
下以后，顺便打听人家，听说莱
芜有这个东西？人家说这是蛭
石，口镇就有。第二天，人家义
务二三十里路领着三人去了口
镇蛭石厂。蛭石用小布子包着，
人家一烧，说，膨胀12倍，好蛭
石。人家这么一说，大家恣了。
回村后，刘同金便写信托人与青
岛蛭石保温材料厂联系，请来的
技术人员来村里看了蛭石后，当
即拍板以每吨72元的价格收货，
送多少要多少。从此，蛭石叩开
了樵岭前的财富之门。

卖蛭石，只是卖原料，要是
自己办起蛭石厂，进行蛭石深加
工，可以赚取更大附加值。办蛭
石厂要有钱，建蛭石炉要有图
纸，这两样他们都没有。刘同金
立即向本村在外地工作的老同
志写信求援。不久，在山西闻喜
地区工作的同乡孙启炳回信说，
他那里有蛭石炉，可以搞到蛭石
炉图纸。刘同金见信，立刻和老
书记孙兆忱奔赴山西。拿回蛭
石炉图纸后，于1978年2月开始
动工建蛭石炉。有了图纸，没有
技术员指导施工也建不起蛭石
炉。为了请到技术员，刘同金一
天徒步跑两趟博山，来回80华
里。为了尽快投产，刘同金白黑
在工地上搬石头、装沙子灰。一
天，他搬一块近百斤重的大石
头，把腰一扭，不能动了。打针
时，为了不耽误工夫，他让护士
两针和在一起打，引发药物中
毒，全身浮肿，但他咬牙坚持工
作。4月26日，蛭石炉试产一次
成功。投产仅半年，收益即达
146万元。樵岭前的蛭石打入了
国际市场，出口坦桑尼亚、约旦、
马耳他等地。

蛭石保温材料厂为村集体
经济撑起了一片天地。在建蛭
石厂的同时，还开铁矿，抓条编
生产。年底，樵岭前村年终决
算，刘新元家劳力最多，头一回
挣到4000多元。

是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胜利召开。樵岭前村以鲜活的事
实生动演绎了党的中心工作以经
济建设为主、实行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转折。路通了，厂有了，钱
多了。1979年，樵岭前村开始出
现万元户。之后，村办机械厂、纸
箱厂、印刷厂都有了。1982年，
樵岭前与上海电视机厂合作，每
家配备1台电视机，樵岭前成了国
内远近闻名的电视村。

五、洞中避雪，看到罕见北
国洞天

打通出村道路的那个冬
天，下了大雪，活没法干了，人
们拨拉开乱石淤泥，钻进了“瓮
口”，进了山洞避雪。借助洞口
的亮光，看见深邃的洞穴深处
是光怪陆离的溶洞地貌。那一
次，让刘同金萌生了开发山洞
的念头。

1984年春天，刘同金喊来几
个青年人，打着电石灯进洞，探
了300多米。出来一掂量，得想
办法治治这根洞。琢磨的工夫，
先开发了王母池、淋漓湖，5分钱
一张门票，很成功。吃到了甜
头，到了冬天便开始开发溶洞。

雨天，洞穴里会发大水，冲
出来的土石淤在洞口。

1984年11月底，他们挖开
洞口，慢慢往里推进。刘同金邀
请省地质勘探局最好的朋友李
舒来看了一下，确定为华北地区
罕见的大型石灰岩洞穴系统，是
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旅游资源。

12月1日，人们开始清挖淤
泥。100多号人，三个班轮番干，
黑白不停。过了“五一”，第一大
厅向游人试开放。到了冬季，开
始往里头挖，同时进行洞中修
整，建小桥184米，铺成水泥通道
250米，安装铁栏杆400米，人工
凿出和水泥制作的台阶达221
级。清除到洞口以外的淤泥土石
10000立方米，填筑成洞外一道
宽阔的平台！又三年多，前后历
经三期工程，现在已进深1700多
米，还没到底，越往里景观越好。

1985年5月1日，樵岭前溶洞
正式开放，买上两辆旅游公交，
从博山火车站、汽车站对着开，
往溶洞拉游客，把溶洞旅游带动
起来，这在博山区还是头一家。
一到周末，村里人头攒动，熙熙
攘攘，多达万人，每天收入4000
余元，一年收入200多万元，好的
时候270多万元，劳力多的家庭
年度收入过3万元，有的到了六
七万元。至此，樵岭前村自筹资
金175.83万元建起樵岭前溶洞、
王母池、淋漓湖三个景点的樵岭
前风景区，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旅游事业的开发，带动了第
三产业的兴起，樵岭前村走上了
集体富裕之路。1988年集体财
产达到了1000万元以上，10年
增加了十五六倍，人均收入达到
了1260元，10年增加了6倍多，
家家有电视，户户有存款，穷山
沟一下子变成全地区有名的富
裕村。

1988年11月，刘同金卸任书
记，村集体财务结存360万元。
在镇上工作了三年，又回村工作
了一段时间，按照他的规划，要在
全村实现户户二层小楼。

1993年春，熏风吹进樵岭
前村。乐疃镇党委班子调整
后，新任党委书记对刘同金说：

“你是樵岭前村的老干部，对樵
岭前村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特
别是改革开放后，修路、造林、
办厂、搞旅游贡献突出。今后
要继续把村里的事情干好。”刘
同金说，为村老百姓服务，有一
分力我不出半分，因为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

六、壮士暮年，无愧天地良知
“从副书记到书记，面对这

么多困难，你就没有过不去的时
候吗？”这是我最后的疑问。

“我这个人挺犟，一般难不
住我。那时候老百姓听套。为
啥听套？咱想的做的一个样。”

“村民想不通，也得给大家
讲道理？比如修路。”

“对啊！也是连着开会讲道
理，为啥必须修路？不修这根
路，樵岭前就得穷煞。永远也富
不起来。这是历史性的。我就
是那么想的。”

“你还有啥遗憾？”
“我感觉对得起庄里乡亲

了！自己没得着啥东西，现在
也敢说。我干书记，不会去村
民家喝一盅酒，拿一分钱东西。
我在社员大会上就说，谁也别
让我家去喝酒，喝了净耽误事。
我自家立下条文，老百姓家的
酒长短不喝，多咱也不喝。”

刘同金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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