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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圩子门遗址

南圩子门遗址位于村子南端。此门于民国时期修建，修建目
的为防盗防匪。六十年代时被大水冲没，现为荒地。

燕墩湾

燕墩湾又称燕子湾，位置大概在村子中心偏南位置，因形状似
燕子而得名。燕子湾的水来源于齐济河，始于宋朝老百姓因取土
而开挖形成，至今仍在使用。

垛石完小

济阳区垛石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原垛石完小），是济阳区早
期规模较大、规模较全、师生人数较多的学校之一。据旧县志记
载，垛石完小的前身为济阳县第五区小学。始建于民国二十年四
月，这年区长付子安（字万全）倡导在垛石桥镇设学。公推后楼村
开明大地主周建昌筹备，周任董事长（旧称校董）兼校长。借周宅
庆乐堂做教室（街里供销社）。省吾堂为宿舍，并择定该镇宏济寺
旧址为体育场（今幼儿园驻地）。是年九月开始招生，计划高级班
两个，初级班一个，学用新学制教科书，设国语、算数、地理、历史、
常识、体育等课。十月份开学授课，学生100余人，聘任教师6人，
有魏丙南（青州），勾子林（临朐）及本县的赵德明、赵修美等老师，
办学经费由县投资与群众集资相结合，全年经费 2700 余元（银
元），校长、教师月薪20—35元不等，校长周建昌、区长付子安等人
办学均颇尽力。

民国二十四年，聘昌邑人肖书敬（字秉鑑）为校长，
肖校长治学严谨，办学有方，在宏济寺旧址（现幼儿园
驻地）建起新校，规模逐渐发展为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
学。1937年日本侵略者进入垛石地区、学校被迫停办，
1942年又由孟泽洪（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宋竹村等人
带头，聘请杜干、高会清、郭登五、田玉英等教师办起了
垛石完小，第一年三个班，学生120余人，1943年聘本县
牌坊赵高厚斋为校长，规模逐渐发展到一至六年级，另
有两个补习班（高小毕业学习初中教材），教师十四五
人，学生200余名，1944年春垛石解放，但由于政治不
稳、学校又停办，秋后经群众一再要求，栗逢详、杜善
利、田玉英三名教师又办起了四五十人的复式班。
1948年济南解放后垛石完小在本镇洼子村恢复，1949
年冬由校长张乃忠带领迁到垛石桥，在小学原址开课。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垛石完小越办越
大，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大批人才，自 1949 年至 1994
年历经十六位校长的领导，学校由小到大，由原来的30
余间校舍占地5亩、学生300余人。教职工十五、六名
发展到现在73间校舍占地15亩，学生600余人，教职工
30 多人，教学仪器齐全有 13 个教学班的完全小学。
1996年，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学校有
扩地 9 亩建教学楼一栋。学校自 1987 年东搬入新社
（原镇中学驻地）后根据县教育局的要求更名为垛石镇
中心小学，2020年6月随着垛石镇改称垛石街道办事
处，垛石镇中心小学改称为垛石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唐槐

唐槐位于村子里的垛石街的中心位置，据传是由
唐朝传下来的大槐树，距今约1300余年。唐槐古朴高
大，盛时树干有十几米宽，需众人合抱才能完全环住；
树冠遮天蔽日,树根外露于地面。历经千年风吹雨打雷
击，树心逐渐从上到下枯腐成洞。底部树洞内能容数
人，树荫底下能坐10个班的学生；顺洞爬到树顶也能容下两人。
2002年5月的一场暴雨，彻底吹倒古槐，古树逐渐凋零，现在只能
从村民提供的老照片中探得古槐繁茂时的样貌。但所幸不久古树
根上又生出茂盛的新枝，可谓“枯木逢春”。现在新长成的树木和
古木的枯枝干周围筑以圆形花坛，被一同保护起来。

垛石河

垛石河原名叫齐济河垛石河原名叫齐济河，，源流于现起步区齐河源流于现起步区齐河、、孙耿境内孙耿境内，，建国建国
初期初期，，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泄洪的水向北顺洼北流泄洪的水向北顺洼北流，，见湾进湾见湾进湾，，见洼见洼
进洼进洼，，一路弯弯曲曲地流向垛石村西排进徒骇河一路弯弯曲曲地流向垛石村西排进徒骇河。。19531953年发的一年发的一
次大水后县里动用民工对齐济河进行了疏通次大水后县里动用民工对齐济河进行了疏通，，并在垛石桥村西与并在垛石桥村西与
孙家村东接近徒骇河的位置修建了一座小砖桥孙家村东接近徒骇河的位置修建了一座小砖桥，，方便河西边的人方便河西边的人
们赶集走动们赶集走动，，到了到了19611961年夏天洪水把小砖桥冲垮了年夏天洪水把小砖桥冲垮了，，阻断了人们阻断了人们
的通路，人们来往只得靠小船行渡。1962 年县水利局成立指挥
部，春季开始备沙石料于秋季调用本公社民工，并招来石匠在县水
利局技术员李新生的指挥下修建了一座3孔石桥名曰“齐济河幸
福桥”。但此桥自1964年起连续四年每逢大水就把这座桥淹至洪
水中，1965年县水利局又重新设计，让齐济河进行了改道，从南边
的大安家村直到垛石村又开拓了河道，这段河被改名垛石河，自此
以后才彻底消除了水患对这区域人们的危害，自2019年起，区水
利部门又动用大量机械对垛石河河道进行了疏通。

涵洞

为了排洪、蓄水，1965年上级水利部门在本村修建两个节制
闸涵洞，均位于徒骇河南大堤上，在村子西端的涵洞由于修建于孙
家村后，上筑有“孙家涵洞”四个字；另一个建在现镇政府大院西北
位置。两处涵闸，几十年来一直为垛石村及周边村的蓄水灌溉及
及泄洪防涝，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历史传说
天下第一砣

相传早年徒骇河大水将垛石桥冲毁相传早年徒骇河大水将垛石桥冲毁，，两岸交通阻隔两岸交通阻隔，，““燕齐通燕齐通
衢衢””迟迟梗阻迟迟梗阻，，惊动了朝廷惊动了朝廷，，便责令地方官限期复桥便责令地方官限期复桥。。无奈之下无奈之下，，幕幕
僚们想出一策僚们想出一策。。四方邻县四方邻县，，张贴布告张贴布告，，宣称宣称““高价收购石料高价收购石料””，，以质以质

论价，以斤定价。于是宣称“一两银子，一斤石头”。很快许多商人
运来大量石料，有人还送来两对样式别致的石狮子。但当石料过
称时，一块上百斤的石料，变成了几斤。原来是经办者在称砣上做
了手脚，制作了一个特大的秤砣，商人干脆顺水推舟，算作义举罢
了。从此，“天下第一砣”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下来，垛石桥是向北京
运送物资、银两的重要交通枢纽。

杜翰三告御状

据《济阳县志》记载，顺治十五年，山东遭受百年难遇的旱灾，
饿殍遍野。山东巡抚耿焯却向皇上谎报山东无灾，还下令按时缴
纳赋税，激起民愤。杜翰三是当地的一名私塾老师，得知此事后，非
常气愤，立即联合十余人进京告御状。耿焯得知，连忙派人去京城
告知其同党，并一路追杀，最终只剩杜翰三一人抵达京城。杜翰三
刚到京城，便被关进大牢。狱卒在得知杜翰三进京缘由后，对其义
举深感佩服，问他在京中是否有熟人，愿代他传信告知，杜翰三说：

“我曾教过一个学生，名叫艾元徵，在京中做官，可代我传信给他。”
艾元徵（祖籍孙耿街道）当时只是侍讲学士，没有参奏之权，艾元徵
将此事告诉了御史冯班。冯班听闻，立即上奏，顺治帝听后，大怒，
立即下旨严查。杜翰三最终洗冤出狱，耿焯被押解进京，斩首示众。

历史人物

杜镇裕：字翰三（1601—1678）享年77岁，自幼聪慧过人、好学
上进、立志读书成名、忠君保国。14岁时即熟读四书五经，以及诸
子百家，考取秀才。以后读书更加勤奋，满腹经纶，博得了“才子”

雅号。但时值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吏昏庸，国势日
頽，外有清兵侵逼，内有庶民起义，他忧国忧民，所以，
在历次考试中，为文每每砭时弊，直抒胸怀，愤懑之情，
溢于笔端。主考官员责其文章“过刚”，予以否贬，以致
屡试败北。杜翰三见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便放弃了

“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在乡里设私塾教书。他学识渊
博，“才子”之名久以广传，因而不仅是本县甚至齐东、
邹平、长山的学子们纷纷慕名而来。他诲人不倦，严以
深读，所以他的学生也大多才学出众，最有名的弟子是
成为清朝刑部尚书的艾元徵。

杜曰诗、杜能礼（出生年代不详）均是清朝时期的
两位监生，历史上奠基本村的杜姓两位功臣，为打造良
好的村居环境，两人曾率领200多名乡亲因地制宜，自
力更生，开渠挖沟，修建杜家水口，历时2年终于修建成
功。使得本村水旱两路，交通便利，成为各路商贾集货
分销的重要集结地。也为今日垛石桥村的繁荣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迁（1899——1990），1930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
受少帅张学良的资助与其他39位智慧青年赴德留学，
归国后参加过西安事变，1949-1950年在北京南苑机场
任过航空教练，后任过北京三中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理
化系教授，1900年病逝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享年91岁。

杜民1921年出生，山东吕剧早期的骨干导演。集
导演，编剧，作曲于一身，思想新锐，创作内容新颖。他
参与导演了《李二嫂改嫁》《小姑贤》《王定保借当》等多
部吕剧作品，其中《李二嫂改嫁》对新婚姻法的实施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革”时，杜民被打成右派遣回
原籍，逆境中他依然痴迷吕剧创作，1973年，自编自导
了《喜事新办》，改编了《送货路上》等作品，深受家乡人
民喜爱。

杜善平：1923年出生，18岁参加革命队伍，1948年，
随军南下，转业至浙江，曾任浙江省海宁县工会主席。

杜善庆：1924年出生，曾用名杜福安，1947年参加革命队伍，
在解放军野战医院从医，解放后在医药管理局任职，后任泰安卫
校、淄博卫校、济宁医专校长。

王良民：1921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9年——1952年曾
任济阳县组织部长、1952年7月——1954年9月任济阳县副委书
记、县长，后调泰安地区任副专员、农委主任。

卢荣富：曾用名卢忠，1926年出生，1941年9月参加地下党组
织，在白杨店村任教做掩护，1942年4月加入临邑抗联，任教导大
队长（司令员徐尚武），转业前任师参谋长，转业至秦皇岛市任市纪
检书记。

杜仁水1971年9月19日出生，1990年3月入伍，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51344部队服役，199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90年-
2003 年，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集体三等功一次。
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992年12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评委“英模代表”。服役期间，四次救了6条人命，他的见义勇为的
事迹，曾得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北京日报》《大同日报》）

《部队战友报》《大同广播电视周报》等媒体先后报道过。2005年
10月专业至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工作，2018年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

村庄未来

垛石桥村作为济阳西北经济发展的重镇所在地，交通便利，特
产丰富，颇负盛名，但不科学不规范的街道规划，一直是制约快速
发展的屏障，虽有几次发展提升的构想，但受种种条件的约束，发
展规划始终未能如愿。2020年冬季，在垛石街道办事处西侧不足
50米处的徒骇河南大堤，成功探得丰富的地热资源，假如凭借此
资源优势，再借助徒骇河自然风光，乘乡村振兴之东风，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建设打造一座集温泉康养、骇河旅游垂钓，周边名优农
产品采摘的特色除此之外小城，垛石桥村会有脱胎换骨模样。此
外，垛石村还有一个未来发展优势条件，目前正在施工建设的济南
大北环从垛石村南穿过大北环从垛石村南穿过，，并设立了一出入口及服务区并设立了一出入口及服务区，，如工程项目如工程项目
完工启动完工启动，，定可把定可把““垛石驴肉垛石驴肉””，，““垛石小番茄垛石小番茄””等地方名优特产传播等地方名优特产传播
更远更远。。 （完）

作者系城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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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法估
量的深重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几乎是兵不血
刃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东北，越发助长了它侵吞整
个中国的狼子野心。

在九一八之前，蒋介石正热衷于所谓“第三次
围剿”，集中兵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攻，顽
固的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日本帝国
主义必欲吞并整个中国的阴谋于不顾，这是导致九
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那时的东北情况，自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的陆
海空副总司令，东北军主力入关，坐镇北平，东北三
省一时形成空虚状态。当时，在沈阳的中国军队只
有驻在北大营的王以哲所部步兵第七旅的一个团，
和在山嘴子炮兵研究班为教育演习用的炮兵教导
团的一个团（拥有各种火炮三十六门），至于外城，
驻在沈渝线和打通线上的步兵、骑兵不过四个旅。
吉林黑龙江方面的步、骑兵，总共大约十个旅，且都
是分散驻防，一旦有事，远水难救近火。除张学良
留驻北平外，东北军的“边防”司令官都离开了本职
岗位，吉林的张作相奔父丧回到了原籍锦州，其职
务由参谋长熙洽代行，黑龙江的万福麟也随张学良
进了北平，其职务也由参谋长谢珂（韵卿）代行。于
是东北三省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何况日本方
面早已洞悉：中国军阀军队向来是“勇于私斗、怯于
公战”的。再就是东北的两条主要大动脉，操于日
本和俄国之手，一条是苏联控制的中东线铁路（自
满洲里至海参崴），一条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自
长春至大连），这条铁路虽然路线不长，但它的战略

地位非常重要，况且日本根据条约，有权在铁路沿
线驻扎重兵，这就不啻在东北的心脏地区插入了一
把尖刀，使中国守军长期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凡
此，都予日寇以乘隙而入之机，遂于9月18日夜制
造借口，首先侵占了沈阳。

张学良于 9 月 11 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
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介石会晤，那天上午，
蒋介石和张学良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
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
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
密会谈。那时何柱国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
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业及
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介石和张学良自带的卫队负
责。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何柱国，蒋介石对他
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
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
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见，最主
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
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
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
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
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张学良下的一道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
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学良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

“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自从张作霖主政东北，一直到皇姑屯被日方炸

车谋杀为止，经营了数十年的大好河山，不到四个
月，就全部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有一次何柱国
去北平向张学良述职，张学良对他说：“国土不能
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
见东北父老？”张学良几乎是垂涕而道，张学良本人
内心深处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及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部
署是这样的：1931年9月17日拂晓，日军在沈阳北
郊八公里左右的柳条沟（在南满铁路沈阳站到文官
屯之间），由日本关东军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开入该
地区进行警戒，隔断了交通。中午时分抓住了在该
地区横跨铁路的农民八人，强迫他们穿上了东北军
的半旧军装，对他们说：“你们违反了铁路的戒严
令，罚你们修铁路半天。”这时日本的工兵中队，拍
了好多照片，注明：“中国东北军破坏铁路。”不久日
军用机枪打死了四个农民，又抓走了四人，也拍了
好多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铁路，被日军发现后
的战斗情况。”最后把被抓走的四个农民也枪杀了，
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应有下场。”同
日下午，日本关东军炮兵进入了计划好的炮兵阵
地，南起浑河铁桥，北至柳条沟铁路沿线，都安排了
重炮，以沈阳站（当时日本人称为南满站）二楼为发
炮的指挥所，这个发炮点既是突击的信号，也是火
力最强的突击口。到“九一八”凌晨3时，这个指挥
所打响了第一炮。跟着就是万炮齐发，射向沈阳北
郊的东北军最大兵营——北大营。

当时我方驻军早
已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一
枪未放就悄悄地撤退了。
全师退却中，由于敌人的炮
火猛烈，当时的伤亡还是不
轻的，事后有一个统计数
字，今已无法追忆了。东北
军是分三路有计划地撤退
的，大部分通过新民、打虎
山，退到锦州，另一路退向
铁岭、开原、去通辽，再一路
是由辽中、营口、台安，退入
山海关。

在“九一八”同时
发动进攻的，除沈阳外，尚
有满铁南线（沈阳到大连）

沿线各县城，如辽阳、海城、鞍山、大石桥、复县、金
县，以及沈安线的本溪、凤城，安东沿线各县城。长
春以南的各县城，和沈大线、沈安线，离铁路线稍远
的城镇，是9月19日开始进攻的。截至9月末止，除
锦州以西地区外，辽宁全省沦陷，10月1日至10月
末止，吉林省全部沦陷。到1932年初，整个东北三
省，全部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

日本关东军，实际于7月1日就开始积极的军
事行动，如调整指挥系统，加紧战斗演习等。到8月
1日，又开始集结在乡军人进行夜战训练。他们的
磨刀霍霍，与我们的麻木不仁，正好成了个鲜明的
对照。

在“九一八”前，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 10400
人，另有在乡军人约一万人，警察（满铁沿线的黑帽
子及其狗腿子）约3000人，共计兵力23400人左右。
日本的所谓在乡军人，就是在日本内地退役不久的
现役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把他们安排
到满铁沿线各站的铁路职工附属工厂工作，在“九
一八”事变时，他们都参加了战斗，有的还当了参事
官和附参事官。等到伪满洲国傀儡登场时，这批人
更加飞扬跋扈，有的当了副县长或其他高级官员
（伪满洲国的体制，是由日本本一手制订的，明文规
定：一切政府官员，正的都是中的都是中国人，副的一定要由
日本人担任，实际上正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副的）。

“九一八”事变前，我方在东北三省的兵力实际
达30万人。除了进驻关内的部队外，在东北的军队
还有 26 万多人。其分布情况为：沈阳北大营 8 万
人，东山口4万人，辽阳郑家屯3万人，锦州2万人，

吉林及黑龙江两省约各5万人，总计在东北的正规
军达27万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及全国人民，对日
军的狂妄侵略，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奋，国民党当
局，如能因势利导，命令东北军奋力抵抗，则两万多
日本关东军何难给予致命打击而全部歼灭之。

蒋介石不此之图，反而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命令
张学良不许抵抗，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陷东北
三省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的刺刀铁蹄之下，
过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那时张学良是东北的统
帅，守土有责，他盲目服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白白
地断送了整个东北，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写到这里，还应当补叙一点关于东北军工工业
的设备与损失概况。东北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
厂、火药厂等，是张作霖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我国
最大、最新的军火制造工厂，所有设备均购自德
国。当时投资累计超过一万万元银币，一切由杨
宇霆总其成，有东方“克虏伯”的称号。“九一八”事
变的当天，就被日寇全部占领，库存的步枪 87000
多支，机关枪4000多挺，飞机200多架，及所有的粮
秣弹药等，均被日寇抢掠一空。更为痛心的是，以
后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时，所用的主要武器
大半取给于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国人
民造成的损失和灾难，是无法单纯以币值来进行
估算的。

在“九一八”事变时，何柱国驻防在石家庄，后
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何柱国奉命担任临永警备司
（滦东），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与日本的天津
驻屯军不断发生磨擦。自东北全部被日军侵占后，
关东军大批开进山海关外沿长城一带驻扎。这样
一来，何柱国的处境简直是腹背受敌，穷于应付，因
为山海关外的日军是敌人，但有不准抵抗的上级命
令。山海关内的日本天津驻屯军，是根据条约规定
的合法驻军，虽张牙舞爪，屡次寻衅，却不能以敌人
对待。何柱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军打了无
数交道，左支右绌，真有心力交瘁之感，而最后的结
果总是以我方的隐忍退让而告终。何柱国在无可
奈何的特殊情况下，制定了不战、不和、不守、不走
的“四不”方针来应付他们。可是日军把我方的隐
忍退让，当作是软弱可欺，不断地提出无理要求，步
步紧逼，我军在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
被迫奋起抗战，爆发了榆关之战。

由于我军被压制的敌忾心（包括何柱国司令本
人在内），已到了火山喷发的时刻，是任何力量都遏制
不了的。就这样，在我军的装备与人数均处劣势的态
势下，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殊死战
斗。我军虽蒙受相当损失，但也给日军以很大杀伤
（因为在这一线，并非是我军的主力部队）。在这次战
斗中斗中，日军的真正目标是热河，所以榆关战事一结束，
就扩就扩大为自长城沿线至热河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九
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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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孙厚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