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末 民 初 ，乐 亭 商 人 闯 关 东 ，形 成

“老呔商帮”，创造了“东北三省，无商不

乐亭”的百年传奇。时光流转，目前唐

山 境 内 仅 存 一 处 呔 商 遗 迹—— 乐 亭 县

百善学校。学校坐落在乐亭县城南 15

公里的何新庄村。我在这里读完小学

和初中。40 多年过去了，学校的面貌在

变，2014 年以来也几次修葺，但年少时

的记忆一直未变。记忆最深的是学校

向美向善向上的校园文化，浓郁厚重，

如一盏明灯，启迪心智，映照着学子们

前行的路。

学校向善而立。小时候，常听母亲

讲：“咱们村曾出息了一个名人武百祥，

他闯关东赚了钱，不忘回报家乡。1928

年 ，他 与 好 友 赵 禅 堂 共 同 投 资 10 万 大

洋，在咱们村东建起了当时全县最好的

学校——百善学校。”每说到这儿，母亲

都带着骄傲的神情。“百善学校”因武百

祥名作善、字百祥而得名，更深寓意是追

求“善”的办学理念。

学校建成后，几乎全部经费都由武

百祥从东北汇入，学生的服装、课本一律

免费，贫困人家的孩子免费就读，特困学

生学校还给予补贴照顾。特别是为解决

沿海村庄学童生活困难无法入学问题，

在沿海一带大苗庄、垛瓦、齐家寺设立三

处分校，聘任教员义务教学。每年聘请

一两名附近村德高望重的乡亲为德育辅

导员。新学期开学后请他们讲忠孝、礼

仪 、诚 信 、宽 容 、自 强 等 德 育 方 面 的 内

容。武百祥的这些善举得到乡亲们的广

泛赞誉。

学校积极营造“人人向善”的浓厚氛

围，老师的“善”德时刻感召着同学们。

有一年夏天，马艳贞老师在课堂上严肃

提出：“禁止学生下河洗澡游泳”。当天

放学后，几位同学结伴到 2公里外的河边

打猪草。有一名同学不顾大家劝阻跳进

河里游玩。突然，马老师出现在岸边，她

是专门到河边检查安全问题的。暴露在

女老师面前，大家都很尴尬。马老师背

过身让这个同学穿好衣服，又步行 2公里

把我们全部安全送回家。

40 多年来，“善”的种子根植于一届

又一届学子心中，吐露芬芳，结满果实。

乡亲们坚守“善”的本心，尊老、爱幼、友

善、互助、宽容、礼让蔚然成风。

学校向美而建。学校的美，美在布

局：南侧是通向大门的甬道，中间教学

区，北侧操场，布局规整大气。特别是甬

道设计独具特色。进大门沿甬道前行 50

米 后 ，直 行 或 左 转 进 二 门 才 进 入 教 学

区。教学区通过甬道与校门外隔开，避

免外界干扰。美在建筑：礼堂位于教学

区中央，是一座中西合璧式建筑，可容纳

千人，屋顶飞檐大瓦，基座方条青石，配

以欧式门窗，既古朴典雅，又庄重大方。

礼堂南、北、西侧成三线排列着教室、办

公室、图书室、阅览室、伙房等用房。东

侧没有建筑，阳光可照射整个教学区。

美在绿化：院内遍植松柏和杨柳。其中，

甬道旁两排柏树有碗口粗，3 米多高，树

冠都呈圆锥形，枝叶浓密，绽放风彩。礼

堂周边栽植了松树，高大挺拔，庄重、肃

穆，四季常青。操场四周白杨、香槐成

荫，春夏之季，整个校园绿意盎然，生机

勃勃。

“满园青草绿，不减旧时姿”。40 多

年了，校园一直美在我心上，美在梦境

里，美在对家乡的思念中。

学校向上而行。 20 世纪 70 年代中

后期，我在“百善”学习。当时，学校设

小学 5 年、初中 2 年，每个年级两个班，

每个班约 50 人。至今难忘学校激励向

上 ，让 每 名 同 学 努 力 奋 进 的 教 学 方

式 。 记 得 老 师 常 讲 武 百 祥 的 奋 斗 史 。

这 个 农 家 子 弟 ，13 岁 就 跟 着 舅 舅 到 东

北 谋 生 ，1927 年 在 哈 尔 滨 创 建 同 记 百

货商场。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同记都

是哈尔滨最有名的商场。武百祥一生

致 力 于 同 记 的 经 营 ，成 为 实 力 雄 厚 的

民族资本家。他的奋斗史就是一部生

动 的 励 志 史 ，在 学 子 心 中 埋 下 奋 发 向

上的种子。

当时，学校每年都请县一中、二中的

学哥、学姐回校交流学习体会、学习方

法，对我启发很大，后来成为我能考上大

学的重要学习基础。初中时，学校每季

度都组织与兄弟学校交叉会考，一则检

验教学效果，查缺补漏，提高成绩；二则

鼓励学生拼搏向上。

导向的力量是强大的，学校的激励

之策不断为同学们注入前行的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升入高中后继续保

持拼搏向上的学习精神，有 7名同学分别

考上了大学、军校。今年 5 月，7 名同学

在其中一人孩子的婚礼上相聚，大家感

慨万千，都为母校骄傲。

40 多年来，“百善”向上的火种不断

点燃同学们心中的拼搏之火，鼓舞斗志、

催人奋进，成就了众多学子的多彩人生。

我从“百善”来 ，“百善”映我心。再

过 3年多，“百善”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

正青春，奋斗正当时。愿母校松柏常青，

风华永驻，在基础教育舞台上书写向美

向善向上文化新篇章，为建设教育强国

贡献“百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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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二十四节气”中，“五天为

一候，三候为一气”，即半个月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分三候，一年共“二十

四节气”“七十二候”，古人将各“候”均与一种物候现象相对应。这是古人独

有的关于时令、气候、物候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属于我们祖先的时间哲

学，至今仍然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韦远东 文/绘）

天地今始白

秋韵尚存已立冬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20）

□ 王烁辉

（接上期）

第二节
《冀东日报》

夯实冀东新闻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救国

报》胜利完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历

史任务，为后来冀东解放区新闻事

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

胜利后“救国”这一名称已不适应当

时的形势与氛围，因而《救国报》更

名是大势所趋。

1. 从《冀热辽日报》
《长城日报》到《冀东日报》

早在 1944 年 9 月，中共中央晋

察冀分局便根据中共中央 7 月 28 日

发出的“在冀东建立冀热辽区党委

和冀热辽军区”的指示，决定将中共

冀热边特委改为中共冀热辽区委员

会（简称冀热辽区党委）；晋察冀边

区行政委员会根据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发布关于设置冀晋区、冀察区、

冀中区和冀热辽区 4 个行署的命令，

冀热边行署改为冀热辽区行署；晋

察冀军区也依上述指示，发出成立

冀热辽军区的命令，原第十三军分

区随之取消。

因战事等原因，冀热辽区党政军

领导机关并未立即组成。从 1944 年

11 月起，才开始用冀热辽区名义发

报、行文。直到 1945年 1月 4日，中共

冀热辽区委员会、冀热辽区行署和八

路军冀热辽军区领导机关终于在蓟

县少林口宣布成立。此时，冀热辽抗

日根据地全区共产党员人数已经由

1942年的2万名发展到了3.7万名。

1945 年 4 月 25 日，中共冀热辽

区 党 委 发 布《关 于 全 党 办 报 的 决

定》，要求“今后拟扩大篇幅，充实内

容，改发铅印，真正把党报作用担负

起来”，彻底实现全党办报的方针。

冀东第一份铅印报《冀热辽日报》

日本投降后，随着冀东地区的

大部分县城和集镇相继收复，报社

奉命集中到丰玉遵联合县北部的平

原地区，筹备铅印报纸的出版。出

版铅印报纸是大家多年的夙愿，一

年多以前就作过一些准备工作。

收复丰润县城期间，《救国报》

的刘保民，《尖兵》报的李志书，十

四分区的周稳、周昌业等人来到伪

丰润县公报室，吸收早在 1943 年就

开始为八路军输送铅字的李国田、

刘世烺等 7 名公报室的印刷、排字

工 人 ，并 对 设 备 展 开 了 接 收 工 作 。

当 时 接 收 的 设 备 有 ：八 页 机 一 台 、

圆 盘 机 一 台 、装 有 铅 字 的 字 架 七

个 、手 摇 石 印 机 三 台 、手 扳 裁 纸 刀

一台，还有些小工具。这些设备都

一起被搬到丰润县东的姜家营村，

并 很 快 在 这 村 先 期 印 制 了 一 些 文

件和宣传材料。

9 月中旬玉田解放，这些设备又

和 从 玉 田 接 收 的 敌 伪 印 刷 器 材 一

起，搬到了玉田与遵化交界的大张

屯村。同时运来的还有冀东八路军

从锦州接收到的一台大石印机、一

台八页印刷机、一台十六页印刷机、

一台手摇铸字机和部分铸字铜模、

铅字。不久，又运来一台从张家口

接收的八页印刷机。

到了大张屯以后，又来了不少

新参加革命的青年同志，同时军区

政治部的鲁直（后化名李农）、王保

善、卢国起等同志及救国报社的同

志们，还有在蓟县盘山“边币”印刷

厂的张相阁、十四分区的周昌业等

人都集合到一起。

这 时 印 刷 各 部 门 的 人 员 安 排

是：李士耕、刘世烺、曹嘉瑞、徐宪

章、卢恩沛、王玉如、赵九省、李英等

人负责排字工作；郑有义、孙长善、

王保善、卢文光、王树奎、黄兆元、于

平等人负责印刷工作；冯润田、任品

三、王守成、卢恩贵等人负责铸字工

作；王家祥、亢云祥、郭淑敏、红叶、

王淑品、王世昌等人负责石印和装

订；还有张声远主任和后勤工作的

王 亚 民 、邱 贵 义 、张 兴 亚 、卢 国 礼

等。随着人员的安排到位，各种设

备的整理组装也都很快就绪。排字

的字架子，印刷的八页机、圆盘机、

石印机，装订的裁纸刀都安装在大

张屯村；手摇铸字机安置在遵化县

鲁家峪的南峪村。此时，一个比较

完备的印刷厂已初具规模了。

1945 年 10 月，具有基本印刷能

力 的 冀 热 辽 日 报 社 印 刷 厂 正 式 成

立。厂长由报社编辑部部长孔祥均

兼任，副厂长是李志书，指导员是鲁

直。印刷厂成立后，同志们立即投入

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大家同心合力，

终于在 1945 年 11 月 3 日出版了第一

张铅印的《冀热辽日报》，并很快把报

纸分发到冀东解放区各地的党政军

机关和广大群众手中。这是冀东地

区第一份铅印刊物。（注：冀热辽日报

社印刷厂还从 1945 年 12 月 16 日开

始，代印冀热辽军区编辑出版的报纸

《尖兵》，即后来的《冀东子弟兵》。）

这 份 铅 印 报 纸 的 发 行 也 意 味

着，自 1945 年 11 月 3 日起，《救国报》

正式更名为《冀热辽日报》，作为冀

热辽区的党委机关报。

《冀热辽日报》延续了《救国报》

期号，创刊号为第 241期。1945年 11

月 3 日在第一张《冀热辽日报》的一

版报角位置，刊发了一则启事：

“本报自 241 期起，取消《救国

报》的名称，改为《冀热辽日报》。

自本期起改为铅印，但因各种

条件尚不十分完备，暂行三日出版

一期，俟印刷条件改善之后，立即改

为日刊。

冀热辽日报 启事”

由于技术条件和纸张原因，《冀

热辽日报》只有第一期是四开四版，

用新闻纸印刷。以后各期均是四开

两版，用冀东地方生产的土纸单面

印刷，即四开二版，数期之后才改为

四开四版。

《冀热辽日报》的报头由时任总

编辑陈大远书写。版面自右向左竖

排，一版版面高 9 栏，二版版面高 11

栏。每栏高度为 9 个五号字。由于

铅字字体字号不全，导致排版印刷

时，有时一行标题竟出现多种字体

或字号。还有许多字模短缺，都是

刻字人员从山上找来硬杂木临时刻

制的，字体多为自创的美术体，阎毅

还刻了不少结合军事新闻刊登的地

图，大家竭尽全力让报纸版面更加

丰富多彩。

这时的《冀热辽日报》应该说还

不够成熟，内容比较单调，除刊登新

华社播发的新闻稿外，很少有自己

记者采写的地方新闻、通讯等。版

面 也 比 较 呆 板 ，没 有 图 片 ，没 有 副

刊，没有专栏。第一版刊登解放区

及国内重大新闻，重大国际新闻有

时也登第一版；第二版刊登国际时

事和兄弟解放区新闻。报纸改铅印

后，版面上的新闻容量比油印小报

增多了近 2倍。

在《救国报》更名为《冀热辽日

报》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

冀热辽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建制，设

立了隶属晋察冀中央局的冀热辽分

局，下设冀东、热河、冀热察边三个

区。原冀热辽区党委、行署、军区，

改称冀东区党委、行署和军区，辖长

城 以 南 和 北 平 至 天 津 一 线 以 东 各

县，原冀热辽区党委所辖的热河地

区、辽宁地区等都被划分出去（正式

行文是在 1946 年 1月）。

因此，《冀热辽日报》也从冀热

辽区党委机关报转为冀东区党委机

关报。建制与区划变了，便将报名

让给在热河省承德市出版的冀热辽

分局的机关报。（注：冀热辽中央分

局在承德办的《冀热辽日报》报名延

续至 1947 年 6 月，后更名为《群众日

报》。因创办时间相接，故很多人将

两报混淆。为此，1982 年 8 月，陈大

远 同 志 曾 专 门 从 北 京 给 正 在 整 理

《唐山劳动日报》报史的肖铃来信介

绍情况。）

《冀热辽日报》在冀东出版发行

的时间虽然仅仅是 1945 年 11 月 3 日

至 1946 年 1 月初的两个月时间，但

它在冀东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却掀

开了铅印报的首页。

寄托特殊感情的《长城日报》

1946 年 1 月，我八路军解放了

日伪军占领的遵化县城后，报社印

刷厂也由玉田县大张屯村进驻遵化

城东的田庄青村。田庄青是个小自

然村，道北不过十个门口，道南只有

一个放大车、养牲畜的院子，村西头

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场房屋”。这

间较大一点的场房屋，便成了报社

和印刷厂集体活动的场所。

新报名的酝酿也在同步进行，

同志们提出《冀东日报》和《长城日

报》两种建议，最终，因冀东人民在

抗日战争中与长城结下了特殊的感

情，许多悲壮的抗日故事和胜利都

与长城有关，同志们统一了意见，并

经区党委批准，先期采用了《长城日

报》的名称。

1946 年 1 月 12 日，第一张《长城

日报》与冀东人民见面了，期号依然

延续《救国报》和《冀热辽日报》，为

第 262 期。

长 城 日 报 社 的 主 要 人 员 由 原

《冀热辽日报》的骨干队伍组成，冀

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张达兼任社长。

《长城日报》为四开四版，名为

日报，实际平均三四天出 1 期。主要

内容为：国内外新闻、解放区情况的

报道、解放战争快讯、冀东新闻等。

报社成立不久，根据时局的变化，另

外出版了 6 期政治协商会议方面内

容 的 专 刊 ，版 面 为 四 开 两 版 。 从

1946 年 3 月 3 日起，《长城日报》首次

采用新闻纸印刷，报纸质量得到提

高。零售定价每张 5 元。1946 年 4

月 3 日，《长城日报》又开辟了《老百

姓》专刊，独立 1 版，每周 1 期。5 月 1

日还出版了“五一”特刊。截至 5 月

13 日，该报在 90 多天中，共出版了

35期（期号到 297期）。

1946年 5月 15日，《长城日报》名

称停止使用，启用《冀东日报》新名

称。这次更名是为了更加明确此报

是中共冀东区党委的机关报。

此前，新华社冀热辽分社也已

改名为新华社冀东分社。同之前一

样，与报社为一套人马、两块招牌，

报社对新华总社发稿则用冀东分社

之名。

（待续）

古人认为，小雪时节，空中阳气上升，地里阴气下降，天地不通，阴阳

不交，所以万物都失去了生机。

小雪节气，空气中湿度不高，太阳光照射不强，失去了彩虹生成的条

件，就像彩虹躲藏起来一样。

立冬以后，随着冷空气不断加强，气温下降的趋势加快，水面开始

结冰。

立冬五天后，土壤中的水分因低温而凝冻，土地也随之冻结变硬，

开始出现冻土现象。

“雉”俗称野鸡，“蜃”就是大的蛤蜊。到了立冬时节，野鸡一类的

鸟南迁，古人浪漫地认为鸟变成了蛤蜊。

小雪节气十天后，气温进一步下降，万物沉寂，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

的冬天。

我 从我 从““ 百 善百 善 ””走 来走 来
□ 石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