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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吕兵兵 蒋欣然采写

“工人绑鬃真可叹，做工十二点，还要带夜班。冷耙谷，真难咽，生活
好凄惨。”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双杨街道前阙庄村，这首创作于 1929
年的《绑鬃工人歌》，上了年纪的村民大都会哼唱几句。这首旋律单一、
言辞朴实的歌曲背后，催生了山东党组织领导的“工运史”上唯一一次没
有流血的工人大罢工。这是前阙庄村红色历史的开端，也是红色精神百
年传承的开始。

时光荏苒，终不负有心人。盛夏时节，暖风拂过绿色的田野，阳光下
的前阙庄村美不胜收：一排排安置楼鳞次栉比掩映在浓浓绿色中，一条
条路阡陌纵横阔朗整洁；村头车站，村民不紧不慢地等着坐公交车进城
上班；小区楼前楼后，老人们聚在一块拉着家长里短……百年前，前阙庄
村还是一个百姓受苦难、劳工受压迫、女性受辱骂的村落。

首任村支书于清书：成功领导猪鬃工人大罢工

“听老辈人讲，俺村的猪鬃产业在民国时期就很有名。好多外乡人
来我们村里办厂，村里女工大都在厂里干活。可那个年代，地主、资本家
对女工要求极为苛刻，不仅无限制延长女工劳动时间，还时常搜身、罚
跪、辱骂女工。”村民张淑远跟记者说。

1928年秋，在外读书的进步青年党员于清书受党组织指派，以小学
教师身份为掩护，回村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冬，于清书成立起前阙庄
村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于清书就提出了“让女工不再受压迫”的口号，领导
发动了著名的猪鬃工人大罢工。1929年春天，于清书带领百名女工走上
村中大街，高唱《绑鬃工人歌》，要求加工资，取消对女工的“搜身”等侮辱
性制度，500余人走上街头开展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斗争中，共产党员
于芝荣与部分进步工人带头冲进“鬃行”账房，提出工人复工条件，“鬃
行”老板被迫答应。

据地方党史资料记载，这次罢工是山东党组织领导的“工运史”上唯
一一次没有流血而取得胜利的斗争。可惜的是，1931年 4月，26岁的于
清书被敌人杀害。在村史馆为记者讲解的工作人员杜晓辉说：“于清书
参加革命活动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多，却不断在潍北地区掀起反侵略反压
迫的小高潮，发展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在他牺牲后，这
些人所代表的坚定信仰、敢为人先的红色精神一直在前阙庄村燃烧。”

劳模村支书张秀英：肩抗一把铁锨建设新家园

在前阙庄村的优秀共产党员里，1936年入党的张秀英很不寻常。幼
年随父母逃荒来到潍北一带的她，16岁便嫁入前阙庄村。战争年代里，
她利用自身优势辗转于转送情报、掩护领导、动员青年参军、搞好后方农
业生产等工作之间，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前阙庄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

“堡垒村”。
新中国成立后，张秀英先是担任乡镇干部。1960年，她又辞去职务，

毅然回到前阙庄村，成为了村里第一位女党支部书记，也是前阙庄村“红
色精神”的又一传承者。

“张书记有一个标志性动作，就是扛着一把铁锨，走到哪儿干到哪
儿。”今年 78岁的老会计于顺民说。据他回忆，张秀英最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是：“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也报答不完党
的恩情。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下去。”

那个年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张秀英的带领下，前阙庄村村
民干劲十足，村庄建设取得了极大成就：1964年，前阙庄大队建起了村办
制鬃厂，成为全公社最早兴办集体副业的大队；1969年，大队买回一辆小
型“东方红”拖拉机，成为全公社第一个拥有“东方红”拖拉机的大队。

1973年8月24日，作为昌潍地区仅有的两名党员代表之一，58岁的
张秀英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 1960 年、
1983年两次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现任村支书于英智：返乡谱写乡村振兴变奏曲

历史场景几经转换，前阙庄村的红色印迹始终清晰。“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在前阙庄村的红色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节点都少不了带
头人的引导。前有于清书带头革命，后有张秀英带头搞建设。如今，村
里又有了新的带头人于英智，在他的带领下，前阙庄村又一次实现了脱

胎换骨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前阙庄村发展屡陷困境，几任班子都没有找到

适合出路。2004年，在城里从事建筑安装行业的于英智，产生了回乡的
念头：“其实，一开始也没想要竞选，只是想拿点钱给村里修修路，帮帮父
老乡亲。可真正回村后，看到村里日渐凋敝的情况，就毅然下了决心。
当时，我卖掉城里的房子，家里人也不太同意。后来，好不容易说服家
人，得以回村竞选。”

2006年，以于英智为党支部书记的新班子成立，前阙庄村党支部以
过硬支部建设为抓手，推出党建引领、支部搭台、农企共赢等多种模式，
探索出了一条贴合实际、特色鲜明的新农村建设路子。

“这几年，我们村相继完成了土地流转，成立了果蔬合作社，创立省
级田园综合体，还培植了‘东篱乡村’等几个小有名气的农副产品品牌。”
于英智说，“村党支部还牵头领办企业，发展装饰、物流行业，一二三产业
全面开花。2020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4.8 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达 2000
多万元。”

“从土坯房到电梯小洋楼，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乡村旅游扎堆
地。俺现在的乡村生活,让城里人都羡慕。”于顺民憨厚笑言如今的“好
日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这句话用来形容山东省潍坊市
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前阙庄村
党支部再贴切不过。1928年，前
阙庄村拥有了第一个中共党员
于清书，同年，前阙庄村也拥有
了第一个党支部。从此，红色的
种子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引导
着人们进行斗争和建设。跨越
百年，这个红色乡村的“战斗堡
垒”一直保持着最强战斗力。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
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前
阙庄的“红色堡垒”能立得住，正
是因为“堡垒”里的历任党支部
书记靠得住。

战火纷飞的年代，于清书带
领群众英勇斗争，成功领导猪鬃
工人大罢工，开启了为群众创造
美好生活的征程；新中国成立
后，张秀英带领村民艰苦奋斗，
开工办厂、修路挖渠，与村民徒
手建设美丽幸福新家园；乡村振
兴的浪潮下，于英智带领群众开
拓创新，村“两委”领办合作社，
引进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红色
引领、绿色振兴”的乡村发展新
路子。

坚定信仰，敢为人先，这简
简单单的 8 个字道出了前阙庄
村历任党支部书记的心声。从
首任党支部书记于清书，到两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称号的党支部书记张秀英，再到现任党支部
书记于英智，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份
红色承诺。

“村中飞回领头雁，地上瓜果满田园。幢幢
高楼平地起，前阙已是幸福园……”这是流传在
村里的一句顺口溜，传唱着这个百年红色村庄的
美丽“蝶变”。如今的前阙庄村，生活富裕、生产
发展、生态秀美、人心奋发，一幅乡村振兴的壮丽
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双杨街道前阙庄村：

三代村支书 百年蝶变路

在前阙庄村约一千平方米的
纪念展览室里，有一座铜制塑像
格外醒目。塑像的主人公，是前
阙庄村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张秀
英，塑像中的她，肩扛铁锹，望向
远方，目光坚定。当年，张秀英在
任时，就是靠着一把铁锹带领着
全村人民搞建设。如今，这把铁
锹也成为了前阙庄村“坚定信仰、
敢为人先”红色精神的最佳代言。

从首任党支部书记于清书，
到两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
党支部书记张秀英，再到现任党
支部书记于英智，他们都用自己
的行动践行着坚定信仰、敢为人
先的红色精神。于清书自小家境
优渥，却弃家舍业投身革命，26岁
就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张秀英放弃乡镇干部身份，扛
着把铁锹窝在村里干了一辈子，
临终时家中空空如也；于英智舍
弃了干得如火如荼的
房地产事业，毅然回村
带领乡亲们致富。“坚

定信仰、敢为人先”，这种精神犹
如一盏指路明灯，指引着每一个
前阙庄人不断前行。

近几年，前阙庄村党支部继
续高举“坚定信仰、敢为人先”精
神大旗，全心全意为村民创造美
好生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通过推行“党支部＋”
五个模式发展，成效显著：2006
年，村内实现 9 条大街 26 条小巷
的硬化、绿化和亮化；2007 年，村
里推进旧村改造，900多口村民全
部住进了楼房；2009年以来，前阙
庄村成立合作社，田园综合体、番
茄加工厂、无人机产业园……各
类新业态不断涌现，村民就地过
上市民化生活。

水田润青山，生机遍沃土。
靠着传承“坚定信仰、敢为人先”
的红色精神，前阙庄村始终勇立
时代潮头，实现了美丽蝶变。

“我从小在村里长大，亲眼见证了村里这几年的大变化。我们村
党支部一直在为村民的幸福奔走忙碌，在这种氛围中，我很早就萌生
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希望以后也能像于英智书记一样，为村里
多做实事。”前阙庄村26岁的年轻党员于振宝说。

“事事把村里老少爷们放在第一位，已经是一种习惯，只要

是为了让村民日子越来越好，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党支部想
各种办法增加村民收入，别人畏畏缩缩不敢探索的事，我们党
支部、我们支部书记跑各个部门了解政策，一定要把事办好办
扎实，老少爷们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前阙庄村 35 岁的党支部委
员于海成说。

有
个
好
支
部

生
活
比
蜜
甜

□
□

蒋
欣
然

传承红色精神
创造美好生活

前阙庄村党员讲述自己对红色精神的理解

前阙庄村党员群众在村文化大院集体学习。 郭永磊 摄

▲工人在采摘西红柿。 郭永磊 摄
▶红色前阙展馆内张秀英铜像。郭永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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