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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大善之地、善人之薮。
《单县志》记载，善德之祖单卷（又称善卷）

居住单县，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善人之一，其嘉
言懿行惠泽后世，影响深远。

单卷所在的上古时代至今，此域及其百姓
崇文尚善，善人辈出，善事不尽，善风蔚然。为官
者，广施善政、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兴利除弊、造
福一方；为民者，于家尊老爱幼、关心亲人，于外
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恩泽桑梓。

单县历史文化爱好者王成新认为，孝老尊
师、爱亲近友、扶贫济困、谦虚礼貌、立志勤学、自
强不息、诚实守信、严己宽人、敬业尽职、清正廉
洁、爱国爱民、天下为公等传统美德，在“善人”身
上得到充分体现。

历代修撰的《单县志》所记载的单县“善人”
众多，其中 39名颇具代表性，被世人景仰。

善德之祖、辞帝不受的单卷；鸣琴而治、以德
化民的宓之贱；宵衣旰食、执政爱民的巫马施；才华
出众、忠孝两全的郄诜；恤民疾苦、心系百姓的盖
苗；为官清廉、拒收贿赂的王洧；父善子孝、一方楷
模的李南泉、李正春；扶危济困、忠孝传家的朱应
麟；捐资建桥、施谷赈灾的马好学；买棺捐资、葬死
救活的申延龄；乐善好施、扶危助困的徐进忠……

单县历史上，不仅修志铭记“善人善事”，还以
文庙、祠堂、牌楼、石碑、亭阁、地名、家谱等形式，刻
画记载旌表其道德风范，承传善风，启迪子嗣。

单县徐寨镇芳桂集村距今已有 500余年的
建村史。原有的吴氏功德牌坊为单县史上百座

牌坊中唯一旌表官员功德的石坊，“文革”期间被
损毁。

历史上，芳桂集村所记载的贤德有数十
人。吴克明是清乾隆冀州五品官员，为政清廉，
百姓拥戴；清咸丰年间，石念洪官至归德府府尹，
廉洁为民，不屈权贵，吞金自尽，其留下一世清明
和故土的破屋老宅，至今仍被后人称颂和保存。

去年，吴氏后裔捐资捐物，重修功德牌坊，
命名为“善德坊”。并将遗存 170多年的吴家祠
堂修缮一新，展陈先人遗物、先贤功德、家风祖训
及革命英雄事迹等。

单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惠正法认为，单
县古代的善人善事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总体
上依然符合当今的道德价值取向。如今我们感

悟先贤善举，对于培养人们的善心，形成良好的
社会风气，将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我们要承续历史发展而来的善文化，与时
俱进，赋予新的内涵，提升新的境界，使其在新时
代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传播力，从而产生强
大的影响力、引领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不断进
步。”惠正法说。 文/图 刘厚珉

说起定陶黄店镇的玫瑰，
人们自然会想到游人如织的
万亩花海，可对该地玫瑰的种
植和起源，以及最初引种者的
传说故事，却知晓甚少。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越
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国
之后，急流勇退归隐山林，携西
施乘小舟浪迹天涯，一路漂泊
辗转来到定陶（当时称陶丘），定
居后励精图治，十九年经商三致
千金，成为名声显赫的一代商
圣。但西施却时常郁郁寡欢，那
是因为她始终有一个未了的心
愿，特别思念家中那一望无际
的玫瑰园。

在西施的心中，早就记着
一个凄美的玫瑰爱情故事。从
前，在森林的深处有一个湖，湖
中住着一个仙女。传说有心愿
的人把自己的心愿写在纸上，再
折成小船放进湖中，如果小船能
够不沉而且漂到湖中心的话，仙
女就会帮其达成愿望。有个女
孩一直很喜欢一个男孩，可是有
一天男孩突然离开她，去寻找红
玫瑰。那时，世界上还没有红玫
瑰，花的颜色都是单调的白色。
女孩就在湖边把写着自己心愿
的小纸船放进湖中，小船漂到了
湖中心，仙女就出现了。给了女
孩一粒种子，并告诉她要用自己
的眼泪去浇灌。女孩就在湖边
种下了这粒种子，并且每天用泪
水浇灌它。这粒种子每天喝足
了泪水就可劲地长，后来它发现
女孩的泪水已经没有了咸味，她
的眼睛失明了！女孩就用自己
的血去浇灌种子，终于有一天女
孩累倒了，玫瑰花也开了，并且是
世界上最美丽的红玫瑰。

范蠡得知了西施的心事，
便从南方费了好大的劲，运来
了一些玫瑰苗，专门给西施在
定陶兴建了一处玫瑰园。西施一见故乡的玫瑰竟然在
这里开花了，欣喜若狂，想家的念头就减少了大半。后
来，范蠡发现距定陶东约10公里的黄店，是个适合玫瑰
种植的风水宝地，便在黄店兴建起玫瑰园，多方引种栽
植了玫瑰。因为玫瑰有养生美颜护肤等功效，范蠡又
用玫瑰花造酒，制成玫瑰茶、玫瑰酱等。

当时，他还发现该地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是南北客
商经贸物流的中转站，且经济特别发达。但水多必潮
湿，辣椒是调味祛湿的食品，所以这里的人特喜食辣
椒。范蠡就以玫瑰花的香味与辣椒混合制成辣椒酱，
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既能养生驻颜，还能祛除寒湿，作
为高端礼品，常出售或进献于王公贵族。所以，一直流
传至今，后人用此古方制成现在食用口味成为地方名
吃。

黄店农民种植玫瑰的习惯，就是范蠡为西施兴建
玫瑰园后一代代传下来的。据传，明朱三太子也曾逃
难到黄店镇，在朱庄村玫瑰园里躲过了追杀，并在此大
力扩种玫瑰形成规模，至清末已达上千亩，并享有盛
名。如今，朱庄村仍保留有同治年间的玫瑰园。

黄店镇玫瑰种植面积已达 1.3万亩，玫瑰品种主
要有“西施玫瑰”“陶女玫瑰”“黄店大花玫瑰”“丰华玫
瑰”等先进品种。2003年，全国盐碱地绿化开发协作
组对全国玫瑰资源作全面调查，确认黄店镇玫瑰种植
居全国各乡镇之首，国家有关部门把黄店镇命名为

“中国玫瑰第一镇”，并颁授了“山东省生态乡镇”“山东
省服务业特色小镇”“山东省旅游强镇”及“齐鲁美丽
田园”等称号。

自 2016年起，该镇每年在玫瑰盛花期举办“中国
定陶玫瑰风情旅游节”，届时前来旅游观光者络绎不
绝，高达数万人。 王义尚

樊坝村位于郓城县西北
部，距原郓城县城约 10千米，
属潘渡镇管辖，西距镇政府驻
地约 1.5千米。

据《樊氏族谱》记载：明洪
武年间（1368-1398年），樊氏
始祖樊尚实从江苏省徐州市
萧县迁此居住，以姓氏取村名
樊庄。因靠近灉河，为防水
患，在村西修一护村大坝，随
改村名樊坝。明万历年间
（1573-1619年），樊继祖的孙
辈从郓城南关迁此居住。因
居住分散，形成前后两村，南
面的称前樊坝，北面的称后樊
坝。

清末属郓城县宋西里，
1928年隶属郓城县八区潘溪
乡。 1940 年划入郓城县八
区，1946 年归郓北县五区，
1949 年复属郓城县八区，
1952年隶属十五区。1958年
初属潘渡乡，同年秋属潘渡公
社张湾大队。 1962 年成立
前、后樊坝大队。1984年初
改为前、后樊坝村民委员会，
属潘渡乡。 2002 年撤乡设
镇，属潘渡镇。

80多年前，共产党八路
军在樊坝村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史称“樊坝战斗”。

1937年 11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
桓，率领直属部队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杨勇任团长兼
政委）等 5000余人的队伍组成东进支队，1938年 12月
20日奉命由山西太行山出发，1939年 3月 2日进入鲁西
南郓城县一带。

樊坝据点是伪县长刘本功所有据点中最大的一
个。盘踞樊坝据点的伪军有一个团，500余人，装备小炮
1门，轻机枪 13挺，步枪 400余支。其中驻守后樊坝村一
个连，驻守前樊坝村南约三华里的团柳树村一个连，伪
团长刘玉胜率其主力驻守前樊坝村。

师首长决定，坚决拔掉樊坝据点这颗钉子。这一艰
巨任务由杨勇率领的六八六团承担下来。

战斗是在 3月 3日的晚上打响的。第二天就是正月
十五元宵佳节，前樊坝村正好演出古装戏，正是敌人最松
懈的时候。黄昏时分，一部分战士随着看戏人群潜入村
内，同时部队悄悄进入前樊坝以西。进入前樊坝以西的
战士们首先活捉了伪军哨兵，逼其带路，沿着敌人的交通
沟摸进后樊坝村，继而控制了樊坝西部金堤沿线阵地。
南部我军队伍则及时地包围了驻守团柳树村的敌人。

战斗一打响，进入后樊坝的我军战士们，随即发起
冲击。一阵手榴弹攻势，敌人还未来得及还击，已全部
被歼。部队乘胜追击将前樊坝村敌军团部包围。约晚
上十一点，在我军炮火掩护下，一营突击部队用炸药将
围墙南部炸开了一道缺口，突入村内。但因敌人炮楼火
力强大和深沟高垒，冲击一度受阻。此时架设在村西大
坝上的我军迫击炮集中全力向敌人火力点和团部猛烈
轰击，在炮火的掩护下，架设云梯，誓死攻下这座堡垒。
三营夜老虎十连首先登上敌人的围墙。经过八个多小时
的激烈战斗，第二天拂晓，一举攻进了前樊坝伪军据点。

驻守团柳树村的伪军看到大势已去，只得向我军投
降。这场战斗共击毙击伤伪军 200余人，活捉伪团长刘
玉胜及部下 300余人，缴获机枪 13挺，小炮 1门，步枪
400余支，战马 10余匹，自行车 40余辆，解救关押无辜百
姓 50余人。

这场战斗，是我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南后与日
伪军作战的第一仗。樊坝战斗的胜利，为创建鲁西南敌
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为我军继续东进扫清了道路，
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我军坚持平原游击战的必胜信心。

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如今的前、后樊坝村如
革命先辈所愿，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魏建国

儿歌曰：我削皮皮扭，你拴布衬条，我抽团团
转，你抽捞不着，滑我俩跟头，跌你三个跤，磕破我
鼻子，碰破你额角，爹娘看见了，打俺一马勺。

抽陀螺，是一种古老的儿童游戏，距今五六千
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曾出过土陶制小陀螺。鲁
西南很多地方管陀螺叫皮皮扭，也有叫拉拉扭
的。皮皮扭有陶制、木制、竹制、石制多种，木制居
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常有货郎出入，卖些
小杂品，其中就有皮皮扭，多出自农村木匠之手，
几分钱、一两毛钱一个不等。

制作皮皮扭步骤很简单。取一硬木，砍削成
圆锥状，上大下小，锥端中心加铁钉或钢珠一枚。
取布条若干，拴在细木棍上。将布条在皮皮扭上
缠几圈，放在地上猛甩，皮皮扭便旋转起来。接着
用布条抽打，使之不停，抽得越狠旋转得越快。

以前，农村孩子没啥好玩的，一到冬天，男孩
子往往就玩皮皮扭。伙伴们一般都有好几个，多
是自己制作的，有的还用油漆涂上颜色。马路、操
场、冰面都是孩子们的比赛场。

赛抽皮皮扭，关键看旋转时间。看谁一鞭子
把它抽得最远，最好看的是几个皮皮扭激烈相撞
的瞬间。小时候，我曾用老式大轮自行车上的八
号铛碗制成皮皮扭，它能把木质皮皮扭撞裂，比赛
时，无疑会增加胜算。当然，少不了撞坏一个赔一
个。

现在，孩子们还在玩这游戏。我觉得，玩得好
像没以前那样尽兴了。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但是，刘晏也发现了漕运沿途的很多不利
情况。他在调查中发现，从经过的宜阳、熊耳，
虎牢、成皋五百里路途中，见到的百姓户数才
千余，百姓没房子住，做饭没有烧的，野兽很
多，要找人推车拉纤，这很难办。这是第一个
不利。黄河、汴河自兵难以来，没有治理过，堤
岸崩塌，河道淤积，泗河中有千里的河道都是
淤泥，船好像在旱地上走一样，这是第二个不
利。东垣、底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很久
没有军队巡逻，强盗经常出没，这是第三个不
利。淮阴到蒲坂，有三千里路，中间驻扎了不
少军队，统帅都是朝廷重臣，经常说没有衣服
穿、没饭吃，见到漕粮，就扣留当军粮，这不是
靠使者送一封公文能制止的，这是第四个不
利。这些问题都是影响漕运的巨大问题，但在
刘晏身体力行的调查下，掌握了漕运的实情，
也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把这些情况
向宰相元载进行了说明，元载让他全权负责这
些事务。有了宰相的授权，刘晏开始大刀阔斧
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刘晏的重要功绩之一是改革漕运，实行了
漕运转运法。他改革原来漕船一船直达的方
法，在各个重要的渡口设立转运站，造运粮船，
训练管理漕运的士兵。长江的漕船到扬州，汴
水的漕船到河阴，黄河的漕船到渭水入黄河的
河口处，渭水的漕船再到达京城粮仓，在漕运
地段中间都设置转运粮仓，上一段转送下一
段，如接力一样各管一段，这样就明确了责任，

防止推诿扯皮现象发生。但运行时，刘晏又发
现，仍然有漕船沉没的现象上报，他亲自到打
捞现场调查，查找原因，果然有不少漕船属于
民间生产，质量不过关。刘晏就在长江漕运地
区设置了十个造船厂，募集工匠造船，每造一
艘船给钱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费用实际
上还用不了一半，白白多花钱。”刘晏说：“不是
这样，办大事的人不要吝啬小处的费用，凡事
要考虑长远。如今刚刚设立船厂，办事的人很
多，应当让他们的私人开支不受限制，这样为
公家造的物品就坚固了。如果认真和他们计
较小利益，怎么能长久运行下去？以后，一定
会有人感到我给船厂的资金多而减少费用的，
如果减去一半还可以，过了这个底线船就不能
使用了。”过了五十年，管理漕运的部门果然把
造船费用减半。一百年后，到了唐咸通时期
（860-874），刘晏所设立的船厂仍在运行，管船
的部门又按照实际造船费用拨付资金，没有一
点盈余，漕船木料越来越薄，很容易就损坏了，
漕运就停止了。这是后话，也印证了刘晏百年
前的话。

为了进一步避免漕粮损耗，刘晏又发挥他
“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原来，各地州县为了
省事，在一些事务管理上，都委派当地的富户
负责，因为富户有钱，可以进行垫支。但事情
发展到后来，这些富户仗着官府的授权，把支
出费用都转嫁到百姓的头上，极大加重了百姓
负担。百姓把这些督办漕运的富户称作“船

头”；管理邮政传递的称作“捉驿”；在国家赋税
之外乱收刮的称作“白著”。百姓忍受不了欺
压，都跑去当强盗，用了十多年才平定。刘晏
改革了这些做法，在邮政驿站派专门官吏管理
的同时，在漕运上，把每段的漕船十艘编为一
纲，由军队的将领引领管理。并明确，运输十
次都没有丢失的，给予第一等的奖赏，并提拔
任命官职。在这样的制度激励下，负责漕运
的军队都非常积极，每年运输到京城的粮食
最多时有一百余万斛，没有一斗一升沉没丢
失的。而且，这样做没有动用沿途地方上的
丁夫，没有劳烦沿途的郡县，史书评价说：“盖
自古未之有也。”

为保证财政经济政策的施行，刘晏又建议
皇帝在江淮以北的转运路线上设扬州、陈许、
汴州等 13个巡院，选拔有能力的官员任职，负
责保证转运路线畅通，监察地方经济财政和盐
务，这是一项重大的创举，极大保证了漕运安
全。据史书记载，当年的粮食通过漕运来到京
城，皇帝高兴极了，派遣卫士吹着喜庆的音乐，
打着鼓迎接到东渭桥，派使者骑着快马慰问刘
晏，说：“你是我的‘萧何’啊！”以后，每年到京
城的粮食有四十万斛，每当关中地区遇到水旱
灾，物价再也不暴涨了。

在进行漕运的改革后，大历元年（766年）
春，代宗任命户部尚书刘晏都畿道、河南道、
淮南道、江南道、湖南道、荆南道、山南东道转
运使、常平使、铸钱使、盐铁使等。在权力大

了之后，刘晏大力选拔基层人才，给基层增加
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很多有经济和财富管理
头脑的人才脱颖而出，特别是在负责管理漕
运转运码头、货栈的重要岗位上，刘晏做到了
选拔最杰出的人才来任职，在物资储运、财税
征收岗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岗位在当
时来看，是重要的“肥缺”，所以一些权贵的亲
属故交，就托关系到刘晏处谋职。对于这些
人，刘晏也没有拒绝，而是采取了“协议工资
制”，“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大约
也就是来求职的人员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
条件领取合适的俸禄，有官职的人员按照个
人意愿进行等次和职务升迁。但是最重要的
一条就是不让他们掌握具体的实权，相当于
有级别无实权的“散官”。这样既保证了事务
的正常运行，又没有得罪权贵而给自己的工
作带来麻烦。在当时，这也表现了刘
晏善于变通的个人能力。

张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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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刘晏：：大唐大唐““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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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风善风，从历史长河徐徐吹来

唐代开元通宝钱唐代开元通宝钱

古代古代““善人善人””典范代表浮雕典范代表浮雕

徐寨镇芳桂集村徐寨镇芳桂集村““功德牌坊功德牌坊”” 杨楼镇苏门楼村杨楼镇苏门楼村““苏氏祠堂苏氏祠堂”” ““鸣琴而治鸣琴而治””善政者宓之贱塑像善政者宓之贱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