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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东北乡之变
王广峰

城北人家，世代居贫，薄土拓
荒。望寂寥村落，红荆遍地；几层
盐碱，春野铺霜。蔓草丛生，蛇虫
出没。到此愚公也断肠。雷声起，
看风云百态，旧貌新妆。

桃源处处风光。引游子、纷纷
归故乡。有水渠交错，鱼虾跳网；
田禾繁茂，瓜果飘香。中裕之功，
神农亦愧，欲上秦台传四方。君知
否，但五星旗下，举国争强。

水调歌头•故乡新风貌
王德和

家住黄河岸，门外蜜桃园。虹
桥横跨，高速公路尽蜿蜒。沃野风
摇五谷，柳陌机鸣妙韵，芳径绕晴
川。日月光辉耀，花簇燕莺喧。

观此景，思往事，意缠绵。金
秋时节，挥洒汗雨又丰年。怀抱豪
情百丈，铸就恒心一颗，白发谱新
篇。华夏龙腾起，追梦入云端。

沁园春•秋(新韵)
唐海民

丰获时节，米豆积福，瓜果萦
香。醉肥田万里，枣红梨脆；嘉园
千载，桂郁菊黄。竹雅风清，天高
云灿，一字如蛇雁阵长。红歌美，
赞山河丽色，日月新光。

金风漫舞轻扬，开盛世、中华
涌瑞祥。看激光量子，精神抖擞；
核能北斗，步履铿锵。芯片攻关，
蛟龙探海，一箭多星慰栋梁。新时
代，正加油铆劲，实干兴邦。

水调歌头•黄河流域
生态文明建设有感（新韵）

齐鸿儒
西望大河水，渺渺坝林风。高

楼直上，白云生处玉门青。沙滚千
秋难尽，鸿举九曲堪渡，今且笑盈
盈。治浪始由禹，生态建新功。

植翠海，清玉练，化文明。悠
游鸥鹭，向月啼落水中汀。人道江
山独好，旗遍乾坤一帜，百载共连
星。绿是金山色，红系万民情。

飞天
朱兴鹏

千载飞天梦，凌云问太空。
殷勤开气象，次第探鸿蒙。
远志何其大，初心未可穷。
星辰身畔过，豪迈有谁同。

鹧鸪天•访渤海第一哨有感
仇树勇

苦海盐边哨所旁，依稀红柳水
茫茫。滩涂深浅泥丸路，风雨狂疏
茅草房。

集水窖，矮砖墙。泛黄相册话
沧桑。当年战士人何在，四特精神
我辈扬。

注：四特精神指：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奉献。

本报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
员 刘依梦 报道）品味茶里的中
国故事！近日，滨州市图书馆
渤海讲坛以《陆羽〈茶经〉经典
解读讲·陆文学自传》为主题，
深入探讨了唐代茶圣陆羽的生
平事迹及其著作《茶经》的意
义。讲座不仅为听众提供了丰
富的历史知识，也展示了陆羽
的个人魅力和他对后世茶文化
的影响。

讲座首先回顾了陆羽的生
活背景。他出生于唐复州竟陵
（今湖北省天门市），一生致力
于茶的研究，最终完成了世界
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这
部著作不仅详细记录了当时关
于茶的知识，而且系统地阐述
了茶艺的精神内涵，对后世产
生了深远影响。

接着，讲座重点讲述了陆
羽的文学创作和个人品质。陆
羽少时即好属文，善于以文章

讽刺时弊，推崇善良行为，反对
不良风气。他的文学作品不仅
展现了他高洁的品格，也反映
了他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与思
考。通过《茶经》及其他文学作
品，陆羽向世人传递了他的茶
道理念和人文情怀。通过这次
讲座，听众不仅了解到陆羽作
为茶文化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还领略了他作为一名文学家的
独特风采。

据悉，滨州茶文化氛围浓
厚，爱茶人众多。高杜茶叶市
场、站前茶叶批发市场、闽通茶
叶街，还有大大小小的茶馆、茶
店、茶铺，都丰富了滨州人的茶
生活。2018年8月，滨州市茶
文化协会成立。今年7月，第
二届滨州茶博会在黄河三角洲
交易中心开幕，茶博会旨在让
市民近距离地认识茶、了解茶、
品尝茶，从而爱上茶，并学会科
学健康地饮用茶。

陆羽《茶经》故事登上渤海讲坛

“文革”来袭，王任之受到了冲
击，被迫“靠边站”，受了很多苦。
宽厚处事、善良待人的王任之，得
到了很多人的同情甚至暗中支持，
很少有人落井下石。戴着“走资
派”帽子的王任之，在劳动改造地
一带群众中威信很高。

重回岗位，再为群众
谋福利

1970年，王任之恢复工作，任
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
长、生产指挥部副指挥并主持生产
指挥部工作。1970年5月，在陪同
时任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视察时，王
任之谈到了引黄问题，提出应该辩
证地看黄河是害河还是利河，用得
好就是利河，用不好就是害河。他
还谈到了“一沟三用”问题，钱正英
说“一沟三用”好，就怕一沟一用。

1971年6月，中共惠民地区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北镇召开，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中共惠民地委。王任
之当选为惠民地委副书记、革委会
副主任、生产指挥部指挥。在领导
班子成员中，只有王任之和王玉华
是惠民地区成立初期的地委、专署
班子成员。他们两个负责生产指
挥部工作，担子非常重。

惠民地区各方面条件都很差，
很多领导干部不愿来惠民工作。
粮食供应方面，别的地区供应百分
之八十以上细粮，而惠民地区仅供
应百分之五十的细粮，其中还有百
分之十的地瓜面。居住条件方面，
地级干部居住面积40多平方米、
县级干部30多平方米。

王任之向主要领导汇报并请
求省委增派干部。省委从五七干
校和省直机关派了一批干部充实
地委和生产指挥部。这样，负责生
产指挥部工作的领导就增加了毕
汝成和段锦州，四人协作能形成合
力。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到
晚上七点多还不回家吃饭，经常工
作到深夜才回家休息。

那一时期，王任之的日记中记
载着他除了继续到打渔张、小开
河、支脉沟、小清河等水利工地以
外，还经常到桓台和小营等地调
研。当时桓台县小麦单产是全省
最高的，农作物密植也搞得最好，
按当时粮食生产“纲要”早已达到
长江以南的水平。他想总结出经
验在全区推广。小营是旱田改稻
田的实验点，他还设想等打渔张工
程完全恢复引黄后扩大水稻种植
面积。

当时，化肥大部分靠进口，国
内大中型化肥厂很少。惠民地区
因为运输条件不好也只有一家化
肥厂。王任之就去找段锦州，请他
到省计委争取投资在惠民地区建
化肥厂。段不但争取到了投资，还
协调来技术和物资方面帮助。

王任之还去找了当时油田负
责人刘佩荣。那时，王任之也是地
方支援油田工作的负责人，在打击
盗取油田物资和副食供应方面给
予了油田很大支援。地区很快便
成立筹建组，随后滨南化肥厂开始
建设。这既解决了原料运输问题，
也缓解了油田油气排空燃烧浪费
的问题。

分管筹建北镇黄河大
桥，四处奔波克服资金和
设计难题

1971年，因国防战备需要和解

决地方及油田运输问题，省地决定
在北镇道旭渡口修建黄河大桥。
地委决定由王任之分管大桥筹建
工作。

筹建之初就碰到很多问题。
首先是资金问题，虽然国家同意投
资1800万元，但仍需地方自筹百
分之二十，以惠民地区当时的财力
是承担不起的。

其次，大桥设计也遇到了难
题。以往建桥时桥桩都是打在基
岩或坚实的地层之上，而黄河下游
河床之下全是流沙，只能靠桥桩与
泥沙的摩擦力支撑大桥的重量。
这在当时还没有先例，这也是黄河
下游没有桥梁的重要原因。

延长桥桩长度是唯一的选择，
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钢材、物
资和资金。当时，虽然国家拨付了
资金但是建桥并没有列入国家计
划。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列入
计划很多物资就需要地方自己筹
备。王任之为此跑油田争取帮
助，跑国家计委争取支持，还联系
了华东物资局和上海物资局两位
山东籍负责人，争取到了有力支持
和帮助。

建桥期间，王任之每个星期天
都和干部、工人、学生、解放军一起
参加义务劳动。由于有广大群众
的参与和油田无偿提供的设备和
物资援助，大桥提前建成并节省了
大量资金。1972年1月大桥开建，
同年9月合龙，创造了多项中国建
桥史之最。

1972年，他先后调研马颊河疏
浚工程、潮河拓宽疏浚工程、漳卫
新河挡潮蓄水工程等，开始了一系
列新的调查研究，酝酿着新的规
划。他想继续完善地区水利系统，
再次造福当地父老。正当他踌躇
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忽然接到了
省委任命调任临沂。

壮志未竟赴新命，难
舍难分惠民情

1973年秋季，王任之带领惠民
代表团参加省里召开的三级干部
会议。一天，省委领导突然召集临
沂代表团，当场宣布临沂代表团由
王任之负责，随后就让王任之与临
沂领队交接工作。这种在全省会
议上进行地方权力移交实属罕见。

后来分析，临沂是“文革”重灾区，
工作一直难以开展，因此急需他这
样资历深、压住阵的老干部主持工
作。

王任之自1932年入党后就一
直在临沂地区活动，到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前他领导的党支部已发展
到五十多人。全面抗战初期，他在
抗大民运工作团工作，在临沂各地
办抗日青年培训团，每期培训数百
人，办了多期，很多人走上了革命
道路，日后成了当地各级干部，他
们与王任之大都彼此熟悉。省委
正是看重了这一点，才点了他的
将。

王任之在日记中也写到，接到
省委任务时，他也在纠结。一边是
他战斗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同惠
民地区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
彻底改变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还
没有完成。一边是生他养他的沂
蒙山区，他从这里参加革命，整个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都在这
里度过，从一个学生成长为革命
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没有
选择，只有服从组织安排。就这
样，他交接完工作从济南直接去
了临沂，直到春节才回北镇准备搬
家。

儿子建军仍记得搬家时让人
感动的情景。“搬家头一天我们住
在招待所。清晨出门一看，院子里
站满了人，他们个个深情、不舍地
望着父亲。父亲同他们一一道别。
出了大门后，路两旁还是送别的人
群，父亲一边同前来送行的干部群
众握手一边缓慢向前走。转过路
口一直走到第一百货商店前面，还
有很多送别的人群涌来。这时地
委干部只好出来劝说群众，‘再不
让王书记快点走，他们就赶不到临
沂了’。听到这话，群众才恋恋不
舍地让开路放我们走了。”

儿子建军回忆：“搬家回来后
我仍去工厂上班，我的师傅对我
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文革’期间
受了很多苦，他为惠民做了很多实
事，老百姓都很敬重他。人们都说
王书记是惠民的‘活地图’，他能记
住咱们这里每一条沟渠的名字。
我当时听了还不以为然，直到后来
亲身经历了一件事，我才确信她
说的千真万确。那是在1993年，

退休后的父亲接到惠民地委邀
请，回去参观。那次我陪同父母
一起去的。一路上父亲很兴奋，
不断地讲着沿途的遗迹典故。当
车行驶到广饶县境内时看到前方
有一条渠，他张口就说是支脉沟
X号渠，随后每经过一条渠他都
能迅速说出渠道编号。我很惊
讶，却也半信半疑，于是故意指了
一条很窄的渠问他，他竟一点没
有犹豫，脱口就说这是XX干XX
分干的渠道。他对这片土地真的
是了如指掌！要知道，那时他离开
惠民已经有20年了。到达招待所
后，来看望他的人站满了楼道楼
梯，连院子里也站了很多人。大家
听说老领导来了，都想同他说几句
话，两个多小时后还有很多人在排
队。负责接待的同志担心我们长
途跋涉很累，好不容易才劝退了大
家。父母参观了几天，临走前老干
局特意在一个礼堂，召开了王任之
同老干部的见面会，父亲还在台上
讲了话。我没有进去，但从里面一
阵阵的掌声中知道气氛热烈融
洽。”

王任之去世后，人们翻看他在
惠民工作期间的日记时，发现里面
记满了各条河流、干渠、支渠和各
水利设施的名称。如果将日记中
这些水利工程描绘出来，能将惠民
地区的河网系统绘出个大概。他
离开时，惠民地区河网水利系统已
基本建成，只需要再补充一些拦河
蓄水和平原水库，就基本上能实现
全区耕地都变成水浇地。他很遗
憾没能实现“粮棉跨长江”的愿望，
就离开了惠民这个他工作了20年
的地方。

当年，大寨人战天斗地改造虎
头山、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人们
常常被他们战天斗地的精神所感
动。惠民地区人民改造自然的艰
苦奋斗同样值得铭记。他们在20
年间建成的河网治理体系是山东
最大的集灌溉、排涝、治碱于一体
的水利系统，在整个华北也少见。
这些功绩都是惠民地区人民，在机
械装备极少的情况下，用铁锨一锨
锨挖出，用小车一车车推出来的。
（作者在搜集有关资料时，得到了
水利系统孙永社、刘长红两位同志
的大力帮助）

王任之在惠民地区的日子里（下）
本报通讯员 吴小兵

1971年6月，中共惠民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镇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惠民地委。王任之当选地委
副书记，主管生产，前排右四为王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