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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创办的淮盐报刊
1946年11月， 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建立

中共淮北盐场特区委员会， 对我党控制的
盐场区域内党、政、军、群组织和盐业的产、
运、销及盐税稽征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隶属于中共华中分局直管。 盐特委下设堆
沟、陈家港、灌东、新滩、船舶5个区及10个
乡的党政机构， 所辖盐场共有9个党支部、
150余名党员。下辖5个连建制的盐警大队。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 中共淮北盐场
特区委员会不但是我党在淮盐产地政治工
作的领导者、革命战争的指挥者、两淮盐区
人民生产生活的保护者， 还担负着淮盐生
产的管理和所产淮盐的销售及盐税稽征等
多项任务， 所征得的盐税用于支援人民解
放战争。

针对盐场地域辽阔、单位多元、工作特
殊、干部分散等情况，为了盐区内部情况反
映及时、问题发现解决及时、重点工作检查
指导及时，1947年底，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
盐特委作出了出版《盐场杂志》的决定，用
以传达党的方针政策、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指导工作方向工作方法。杂志为月
刊， 初定阅读对象为所属区乡级干部和盐
警部队各级指挥员，后成为全盐区干部、党
员学习课本。盐特委宣传部建立通讯站，各
区、盐务分局、盐业运销站、盐警大队及特
委直属机关成立通讯中心， 基层成立通讯
小组，明确通讯员2至3人。《盐场杂志》由在
皖中根据地做过5年多新闻工作、 在我军
《战鼓报》《大江报》《武装报》 任过记者、编
辑的盐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朱士俊总负
责，潘桂生、张德然、项飞负责采编和缮写，
谭兆林负责发行。因不具备铅印条件，就因
陋就简，采用石印，由谭兆林从一家私营印
刷所买来2块石印板和其它器材，并聘请店
主人老王负责印刷。 盐特委书记杜李在其
发刊词《略论盐场的特殊与一般》中，坦陈
盐务工作中 “有很多地方是违犯毛泽东思
想与党的原则的”，提出“要激烈开展反搬

家主义（即主观主义）与（盐场）特殊论的思
想斗争， 既须忠实地传播毛泽东思想与党
的原则， 又须重视盐场的具体情况……这
一伟大的创造指导作用，便是《盐场杂志》
基本任务。”《盐场杂志》首期于1948年元旦
与读者见面。刊载了陆定一的《怎样才是从
实际出发》、陈毅的《关于学习的意见》及其
他期刊登载的一些重要文章， 都对盐区干
部队伍建设、盐场革命斗争、盐务工作和群
众动员等，有着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该杂
志自创刊至1948年底淮北盐场全面解放共

出版7期，后因要集中特委和各级干部全部
精力，以接收幅员广大的盐场，盐特委决定
暂停出版。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和毛泽东
思想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形势任务， 动员广
大盐工更加积极地生产， 对支援解放战争
作出更大贡献，在《盐场杂志》出刊2期后，
盐特委又调入张范、 施光兰、 王醒民等同
志，连同《盐场杂志》采编人员一起，创刊
《盐场大众》报。办报人员分为编采、缮写和
印刷发行3个小组，每组3人，仍由盐特委委

员朱士俊统一兼管。《盐场大众》从1948年4
月5日创刊到当年8月16日停刊， 共出刊20
期，成为我党宣传教育盐区人民、积极发展
淮盐生产运销支持解放战争的最重要的舆
论工具。 该报记载了广大干群和我盐警部
队在党的领导下， 顽强地坚持对敌斗争和
淮盐生产运销等各方面工作的光辉业绩。
第2期《盐场大众》报发表了盐场人民热烈
庆贺陈家港解放和从各个方面揭露敌人犯
下的滔天罪行，并以“算算胜利账”为题报
道我盐警团半年战果， 极大地鼓舞了盐区
人民；根据地盐工刘国雨组织互助生产组，
生产旺盛产盐多，盐特委发出“要把刘国雨
的红旗插遍云台山”的号召，刘国雨的事迹
上了报纸，后又编成节目在盐场演出。在当
时，发行报刊没有交通工具，全由交通员传
递。 为使盐区基层干部和群众能及时看到
报刊、 基层通讯员的稿件能及时收到编辑
部，交通员日夜兼程，风雨无阻，有时甚至
冒着生命危险。 后因斗争形势需要和上级
党的要求， 盐特委决定暂停出刊。《盐场杂
志》和《盐场大众》的出版发行时间虽然都
不长， 但这期间是淮北盐场对敌斗争和解
放后盐业生产的关键性时段， 一刊一报的
作用被淮盐解放史定格。

1949年2月，盐特委创办《盐务工作》，
并成立了新华社淮北盐场支社。《盐务工
作》在其功能上基本代替了《盐场杂志》。当
年11月1日，《盐场大众》复刊。淮北盐场党
的宣传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上世纪50年代初，《盐场大众》 改刊为
《淮北盐工报》。1983年4月，《淮北盐工报》
改名为《江苏盐业报》。2000年7月，《江苏盐
业报》社成建制划入《连云港日报》社，改刊
为《苍梧晚报》，连云港有了一份市民喜爱
的晚报。

劳动模范王芸

拥抱青春展丰姿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笔者一行在赣榆区交通运输
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沈发民的陪同下，来到青口镇健康
路一座小院内，见到了已退休多年的原县交通局工会主
席王芸。

采访过程中，这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女士面对过去
取得的成绩， 淡然地说：“过去的成绩实在不值得炫耀，
那是党组织培养我得来的荣誉，是同事们齐心协力实干
的结果。”

是的，翻阅着她精心保存的一块块奖匾、一张张记
载着骄人成绩的奖状和一本本厚重的相册，让在座的人
无不打心底发出一阵阵赞叹。大家感受到了这些荣誉和
掌声中展现出一个实实在在而又登高极目的现代优秀
女性的拼搏精神。

王芸，1947年12月生，1965年参加工作，1979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赣马公社广播站广播员、
原赣榆县化肥厂化验员、 原赣榆县汽车站服务员兼
售票员、汽车站副站长、县交通局工会主席等职务。
多次获得市、县、公司奖励。1977年5月被省政府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曾被评为赣榆县第八届和第九届
人大代表、县政协一届委员。1979年出席赣榆县第八
次妇代会 ，1994年出席市第十次妇代会 ，2002年退
休。

真诚奉献聚辉煌
王芸无论在公社广播站任广播员，还是在原赣榆县

化肥厂任化验员，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她踏实工
作，真诚待人，从不弄虚作假。尤其是在汽车站工作期
间，服务旅客像对亲人一样，尽力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
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她数年如一日，坚
持每天下班后，风雨无阻地带着小票箱走街串巷到赣榆
县城各旅馆、饭店、招待所售票，并一一耐心地回答过往
旅客咨询的车次及长途路过的站点等。上班后，她坚持
上车送开水、送晕车药、提供针线包。每天她都热情地搀
扶引领老弱病残乘客和带小孩的妇女安全上车，让他们
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温暖。这些举动常常令过往旅客赞
不绝口。每年的除夕夜，她总是把滞留在候车厅里、赶不
回家的旅客请回自己家吃年夜饭，感动得他们不知说什
么才好。

还有一次，一位来赣榆县医院的孕妇，刚一下车
就感觉肚子疼痛，即将临产。王芸得知后，立即上前
和孕妇家人一起找来平板车， 众人簇拥着快速将孕
妇送往医院。下班回家后，她又煮了几个鸡蛋送到产
房。 那位产妇双手紧紧握住她的手， 久久舍不得松
开。

王芸当上赣榆县汽车站副站长后，制定出一整套规
范化服务管理制度，并在服务中带头执行，赢得站内外
一片赞誉。王芸在汽车站工作数十年来，甘于淡泊，无怨
无悔，真正做到了舍小家为大家。

潇洒舞出新天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兴

起。退休之后的王芸，不甘寂寞，充分发挥余热，萌发出
组建健身舞蹈队的念头。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已退休
的姐妹们时，得到大家一致赞同。话说千万，不如一干。
王芸自费购来音响设备， 在交通广场正式开展活动。起
初有10多位姐妹参加，几个月后，就发展到五六十人。最
多时可达百人之多。

这支“交通广场健身队”的队员们大多都是退休在
家的奶奶辈，白天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晚上潇洒锻炼
身体。大家通过欢歌跳舞，每天2个多小时下来，浑身愉
快轻松，平时连感冒都不沾身。

在这里，姐妹们团结和睦，正能量得以充分发挥。大
家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都自觉地听从王芸大姐的指
挥。姐妹们还总结出几句响亮的口号：群雁高飞头雁领，
舞蹈健身学本领，拥抱青春展丰姿，携手共进攀高峰。

荣誉纷至沓来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健身队在王芸的带领下，荣誉

纷至沓来， 向社会展现出骄人的风采。2007年获得市农
工办、 体育局举办的市秧歌比赛一等奖； 多次获得县
（区）体育局、老年体协健身大赛优秀奖。王芸本人曾获
2012年江苏省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优秀学员”，市
体育局2009年度“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县（区）“老年
体育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凝聚的力量是无穷的。每逢年末岁首，姐妹们都会
欢聚在王芸大姐家中，畅谈一年来的活动体会，制定来
年的奋斗目标。每逢此刻，在大家的笑谈和欢歌中，王芸
的脸上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欣慰的笑容。

王芸，踩着时代的鼓点，满怀着对人生追求的希冀，
遵循着“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的哲人格言，摇
曳着绰约的丰姿，用坚实的足迹向前延伸，永不停步，放
声高歌，去迎接那光辉灿烂的明天。

□ 胡可明

史 海 钩 沉

一本珍贵的《学习小字典》

前几日， 在学习强国平台听到刘和刚
唱的歌曲《父亲》。歌曲催人泪下，勾起了我
对父亲的思念。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9年，但
他身上的许多优良品德一直影响着我，引
领我前行。

父亲周恒如是一位普通工人。从小读过
私塾，在当时算是识字人了。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国开展扫盲运动，父亲当上了夜校的
扫盲老师。父亲一生酷爱学习，扫盲工作把
他的积极性彻底地调动起来。 他白天上班，
晚上就到夜校教工人识字， 虽然很辛苦，但
非常开心。 由于父亲尽责尽力地教工人认
字，成绩突出，受到广大工人一致好评，相关
部门曾奖励他一本《学习小字典》。据我二姐
说，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本字典有一页上盖
有奖励部门的印章。但自从十几年前母亲把
这本小字典给我的时候，就没见到那张盖有
奖励印章的一页。难道带有印章的那页就是

缺失的最后那一页，真是太可惜了。
《学习小字典》袖珍本，长7厘米，宽4.6

厘米，高4厘米，侧面印有烫银繁体字“学习
小字典”5个字。扉页印有“学习小字典”字
样，可惜“学习”二字那部分已缺失，在此左
边印有“北京书店刊行”，版权页面也缺失
上半部分。在生字表后边有一页印着“漆布
面烫银精装本， 定价每册人民币一万二千
元”字样，漆布为红色，全部都是繁体字且
竖排。

我搬过3次家，每次搬家会丢掉许多无
用的东西， 唯独丢不下这本又旧又破的小
字典，因为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它
见证了父亲为扫盲工作作出的成绩。

记得父亲跟我说过：看书不许带“快”
字，遇到不认识的字一定要查字典，这样你
认识的字就会越来越多。 父亲的话我铭记
在心， 不管何时何地遇到生疏的字都会立
刻查字典。若当时身边没有字典，我会将生
疏的字记下来回家再查字典。直到现在，在

教孙子读书时， 只要遇到自己认为读音不
准或不认识的字，立刻停下来查字典。

父亲虽是平民百姓， 但他也有家国情
怀。听母亲说，抗美援朝时父亲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把家里能捐的东西都捐了，就连母
亲结婚陪嫁的木箱上的把手和锁扣都拆下
来捐了，真是倾其所有，尽了公民应尽的一
份责任和应有的担当。

父亲爱厂如家。 上世纪70年代末退休
前几年，他还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将厂里
的一堆废铁皮变废为宝， 做成十几辆小推
车，补充生产急需的车辆，既为单位节省了
一笔可观的资金，又让废铁物尽其用，受到
单位领导的表扬。

父亲的一言一行使我在成长过程中逐
步成为一种行动自觉。 每逢国家遇到大灾
大害时， 我若不尽一点微薄之力就会心神
不宁。如汶川地震、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去
年河南郑州大水时都会很主动去表达自己
的一点心意。

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 姊妹又多，学
习用品很少。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为了充分利用少之又少的学习用品，分担
父母的经济压力，我想方设法将仅有的笔
墨纸张用到极致，从而养成勤俭节约的习
惯。如田字格本，每个田字格应写一个字，
而我在每个小格子里写字，这样一个田字
格就可以写4个字；铅笔用到不好拿时，就
用一根塑料管将2个短的铅笔套在两头接
着用，这事让父亲看到了，还在姊妹中表
扬我。

工作以后， 在单位我也像父亲一样，
不轻易浪费一滴水一度电，不管是冬天还
是夏天，只要自身能承受的决不轻易打开
空调。冷了多穿点衣服，手上戴着半截手
套，既保暖又不耽误工作，夏天热了打开
门窗通风。 办公用纸从来都是双面用，能
省则省。不是做给谁看，而是图个心安。传
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早已成为我的自觉
行动。

徐温：海州盐贩起家的南吴权臣

时势造英雄，乱世出枭雄。
且不说原以木匠为业的南楚开国君主

马殷，单说徐温，这位南吴大丞相、南唐奠
基人， 也是位由贩夫走卒一步步登上权力
巅峰的乱世豪杰。

脱 颖 而 出
徐温（862－927），海州朐山人。海州，自

古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年轻时候，贫
困无着的徐温就加入贩卖私盐的行列。

贩卖私盐如同刀尖舔血，因为“有盗坏
与鬻鹻皆死， 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但
走南闯北，历经风险也让徐温眼界大开、胆
识大增、谋略大长。

自从王仙芝、黄巢揭竿起义后，藩镇、
豪强、义军狼奔豕突，各霸一方。唐中和三
年（883），合肥人杨行密兴兵割据庐州，后
建立吴国。其时，徐温虽是杨行密的“三十
六英雄”，但没有什么战功，一直游离于杨
氏政治集团的核心层之外，默默无闻。

经过将近10年的韬光养晦， 徐温多谋
善断的特质终于找到迸发的切入点。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6月，杨行密发
兵北讨占据汴梁 （开封） 一带的东平王朱
温。主管后勤的军官决定采用大船运粮，时
为都知兵马使的徐温认为，因为连年战争，
淮北河道无人治理，水草堙塞，应该使用小
船。 不出徐温所料， 当杨行密领军到达宿
州，运粮的大船阻于途中，只有徐温的小船
及时赶到，解了燃眉之急。“行密由是奇温，
始与议军事。”

智送军粮乃徐温初露锋芒， 在之后平
定内乱中， 他的谋略和胆识才得到淋漓发
挥。

唐天复三年（903），原来随杨行密一同
起事的安仁义兴兵反叛，并占据润州（今镇
江）。杨行密派遣大将王茂章平叛，但久攻

不下。徐温受命率军前去援助，他让士兵打
着王茂章军队的旗号。 安仁义不知这是支
生力军，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

朱延寿是杨行密夫人的弟弟， 也参与
了反叛的谋划。 徐温和门客严可求让杨行
密诈称双目失明，急招朱延寿前来广陵（今
扬州）主持军政。朱延寿不知是计，被一举
擒杀。

自此， 徐温不仅被任命为掌握亲兵的
右衙指挥使， 而且开始参与杨氏政权要事
的谋议。

翻 云 覆 雨
人一旦享受了权力带来的快感， 就不

愿轻易放弃。甚至为了争权夺位，今日患难
与共，明日反目成仇，不惜相互攻讦、倾轧
乃至杀戮。

唐天祐二年（905），杨行密病重，命令
僚属周隐作牒文征召远在宣州的长子杨
偓。但周隐认为杨偓年少，难以掌控江山社
稷，不但没有将牒文送出，反而推荐大将刘
威主持军政。徐温得知消息后去见周隐，立
刻拿走召牒并派自己的信使送给了杨偓。

没想到，杨偓当政后对徐温、张颢等权
臣渐生不满， 以亲信陈璠统领东院马军以
替代徐温亲领的牙兵。 但未等杨偓羽翼丰
满，徐温、张颢率先发动兵变，不但杀了陈
璠，又派盗贼纪祥缢杀了杨偓。

徐温、张颢原来约定，除去杨偓后平分
南吴疆土，并臣服于汴州的朱温，可事成之
后张颢却打算自立为吴王。 在严可求的劝
说下，他才让杨偓的弟弟杨隆演继位。

不久，张颢谋求把徐温外放到润州，又
派遣刺客夜杀严可求，但均未成功。面对危
局，徐温暗中安排钟泰章挑选30个壮士，在
衙堂上刺杀了张颢， 并把弑君之罪也嫁祸
于他。

徐温独专国政引起了刘威、 陶雅等外
藩的不满，大将李遇尤为不服。于是，徐温

派军攻破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并族灭了
李遇。经此一役，杨行密的旧将人人畏服，
刘威、陶雅还主动入觐广陵，以消除徐温的
疑心。

从此，南吴“以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
诸军事”，杨隆演、杨溥两任君主都如牵线
木偶，任其摆布。

知 人 善 任
置身于刀光剑影的乱世之秋， 徐温深

知用人之道的重要性。宋代欧阳询就曾说：
“温虽奸诈多疑，而善用将吏。”

严可求足智多谋，是南吴第一智囊。凡
军政大事， 徐温都要征询他的意见。 平内
叛、立杨偓、灭张颢……徐温对于严可求言
听计从。骆知祥擅长聚财兴利，徐温放手让
他主抓财政，淮南一方因而财用充足。南吴
朝野非常敬佩这两人， 将他们并称为 “严
陆”。

将军钟泰章对徐温所给的奖赏不满，
有次醉酒时大发牢骚。 有人将此事汇报给
了徐温，并称钟泰章可能图谋不轨，建议将
他处死。徐温说：奖赏不公是我的错，知错
就得改。于是，立刻把钟泰章提拔为滁州刺
史。

曹筠原为南吴的马军指挥使，天祐十
年（913），在与吴越军会战于杭州时兵败
投降。 徐温暗中派人告诉他：“我用你为
将，军有所求，我没有给你，这是我的过
错。”他不但没有处罚曹筠的妻子儿女，还
给予宽厚待遇。同年秋天，南吴与吴越又
交战于无锡，曹筠想起徐温之前对自己家
人的厚待，临战时毅然奔归，徐温也由此
大获全胜。

宽 政 安 民
徐温出身草根，贩卖私盐时，耳闻过海

沭地区饥民卖儿鬻女的悲号， 目睹过江淮
一带难民饿殍枕藉的惨状， 对乱世求生的

百姓满怀同情。所以，他的行事风格、施政
方式时而可见平民情怀。

唐龙纪元年（889），杨行密率军围攻宣
州，“城中食尽，人相啖。”破城之后，将领们
争先恐后抢金夺银， 只有徐温带兵占据粮
仓，取出粮食煮粥分发给饥民。

后梁开平四年(910），徐温的母亲周氏
去世。主办丧事的官吏制作了许多偶人，并
为其穿上丝绸罗锦。 徐温说：“这些衣服都
是民脂民膏， 穿在偶人身上祭祀一下就可
以了，不要烧掉，解下来送给缺衣少裳的乡
亲吧。”

徐温目不识丁， 处理案件需要别人念
读诉状，但他饱谙世故，善于辨析，判处的
结果大多合情入理。《新五代史》 称他：“尤
得吴人之心。”

平定张颢之后，徐温对严可求说：“大
事已定，吾与公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
寝耳。”后梁贞明三年（917）7月，徐温击退
了吴越国钱鏐3万军队对常州的进犯。徐
温义子徐知诰（原名李昪）及众将请求“宜
尽步骑之势，一举灭之”。徐温叹息：“天下
离乱很久，百姓极其穷困。让两国民众各
安其业，君臣高枕无忧，难道不快乐吗？为
什么要多杀人呢？”随之，他把俘虏遣返，
并与吴越国通和。“自是吴国休兵养息，三
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 在各路豪强
竞相开疆拓土之际， 徐温却偃兵息甲、保
境安民，难能可贵。

南吴乾贞元年（927），一代权臣徐温病
逝，时年66岁，被追封为齐王。10年后，他的
义子李昪建立了南唐，追谥其为忠武皇帝，
庙号太祖，后又改为义祖。

□ 周永红

□ 赵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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