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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村民成就“中华煎饼第一村”，留守村民种出金银花特色产业

山沟沟富起来，油篓变“金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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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僻山村天然隐蔽
成就鲁南地区军政中枢

1939年下半年，八路军115师
由鲁西进入鲁南地区，开辟了以
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根据
地；1940年4月-5月份，粉碎日伪军
8000余人对抱犊崮山区的扫荡
后，八路军115师又向北挺进30多
公里，开辟了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当抗日烽火燃至世代农耕的
油篓村，这里的人们第一次亲眼
看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赤诚，儿
童团、姊妹团、识字班、抗日小学
等组织和机构相继在这里建起。

1940年6月，正在筹备中的鲁
南区党委从沂南迁移至油篓村，
在这里正式成立并组建了鲁南
军政委员会。

“这个地方三面靠着山，飞
机来了没法俯冲，很隐蔽。”如今
70岁的李洪太从父辈那里听到了
当时的情景。他介绍，村民们把
最好的房子让给区委机关使用，
其中，他的叔叔家成为北海银行
和《鲁南时报》编辑部的办公地。

相关史料记载，鲁南区党委
成立后，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地
委。一地委辖泗水、邹县、泰宁、
曲阜县委或工委；三地委辖临
沂、邳县县委和苍马、郯马、东海
等3个工委；临郯费峄四县边联
县、费县工委和滕东、峄县县委
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因此，偏僻
的油篓村，成为鲁南乃至苏北的
军政活动中心。

“当时村子西边是一片黑松
林，区党委经常在树林里组织开
会。”李洪太说，那个年代缺衣少
食，区党委和驻军就与村民一起
开荒种地，村民也拿出最好的餐
食煎饼拥军。尽管鲁南区党委进
驻这里的时间不长，但军民结下
的深厚感情却传了下来，油篓村
因此成了红色堡垒村。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
前夕，当时的华野六纵52团三营
八连指导员周启贤带领后方医
院伤员转移时，得到了村民李贵
久及家人的掩护。他们把周启贤
和伤员安置在山崖一处隐蔽的
石洞内，面对反动武装的严刑拷
打也没吐露半点消息，并帮助周
启贤等人安全归队。

用水难行路难
有村民走出山沟讨生计

战争年代天然隐蔽所的地
理优势，在和平年代却严重制约

了油篓村的发展。“日子过得很
难，发展比山外要慢。”出生于1958
年的李洪成，年轻时的记忆大多
被向天要粮、向地掘水的艰难填
充。特别是用水难，直到他1981年
从部队退伍返乡后还存在。

那个时候，全村饮水仅靠山
腰一处泉眼保障，用水高峰时，
村民排着几十米长队等水。“后
来是县里协调，从山下水井接上
来自来水管，我们这才尝到敞开
用水的舒坦。”李洪成说，用水难
题解决后，又面临着路的问题。

那个时候的油篓村进出村
子只有一条蜿蜒土路，每逢雨后
泥泞不堪。山坳特有的黄黏土，
一脚踩下去拔不出来。“县城的
运输队，一听说是到油篓，交的
运费都给退了回来，说啥也不过
来。”油篓村出产的梨、山楂是村
子为数不多的经济来源，但因为
路不好走，货车勉强进得来却出
不去，村民们一直经历着路不畅
带来的烦恼。

条件艰苦、发展受限，有人
尝试到大山外的城市谋生。上世

纪八十年代末，一名李姓村民因
为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欠债数万
元。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对村民
来说是天文数字。这名村民为找
生机还钱，1992年到上海卖起了
豆腐脑。随后，他试着把家乡人
常吃的地瓜干、煎饼拿到上海销
售，不料一试就火。

“解放上海的时候，从鲁南
地区南下了大批干部，当时的山
东解放区也有一批上海籍革命
者，他们在战争年代都吃过沂蒙
山的煎饼，所以对煎饼特别有感
情。”李洪成说，情感寄托再加上
煎饼在不断改良，那位村民靠煎
饼以及后来发展的煎饼果子赚
了钱，短短几年就还上了欠款，
其他村民一看卖煎饼这么挣钱，
纷纷跟着去上海摆摊。

据统计，2002年时，油篓村
在上海卖煎饼及煎饼果子的村
民达到200多家。到2017年底，上
海主城区90%的煎饼果子摊全部
是油篓村人在经营，因此给油篓
村带来了“中华煎饼第一村”的
称号。

2022年5月上旬，齐鲁晚报记
者前往油篓村探访时获悉，该村
及周边村落仍有至少600人在上
海从事煎饼果子生意。只不过，
当年的煎饼果子摊，大多数已经
从街头巷尾“升级”，进店入铺。

补齐了短板
困难村蝶变成标杆

走出山沟的村民凭着家乡
特色美食挣到了钱，留守山村的
村民也不甘平庸。

“平邑县是金银花之乡，有
种植金银花等中药材的传统，随
着品种改良和市场扩大，金银花
逐渐成了这里的特色产业。”1995
年，李洪成获选担任油篓村党支
部书记，经历过军营磨砺的他，
立志要与村民一道，让昔日饱受
自然条件限制的村子换个模样。

“县里也在大力支持我们村
的发展，派了扶贫工作队，又修
了路、增设输电线，彻底解决了
村子多年来的困扰。”李洪成说，
崭新的柏油路、水泥路一通，油
篓村的资源潜力得到释放，水、
肥上山不愁，金银花、山楂、梨等
农产品产量和品质大大提升，村
民的收入跟着往上涨。再加上在
外打拼的村民不断赚回钱来，油
篓村一天一个变化。

2007年，油篓村在当地率先
进行了住宅升级，一口气建起
5 0多套独栋、带院的“乡村别
墅”。两年后，又建起60多套4层
高的住宅楼。远远望去，群山掩
映排排楼房，油篓村的变化一
眼就能看到。

齐鲁晚报记者前往探访
时，正值金银花采收初期。漫步
油篓村，村民庭院内外晾晒的
金银花，散发着独有的清香。

“今年开春雨水少，产量可能得
受影响，但开市价格还比较乐
观 ，一 斤 干 花 能 卖 到 六 七十
元。”李洪成介绍，在家的村民
几乎都种金银花，一亩地平均
能带来七八千元收入。

作为用途广泛的中药材，金
银花市场行情相对稳定。看到种
植前景乐观，也有原本在外打拼
的村民回家搞起规模化种植。今
年40岁的黄宝春就是其中一位。
在上海经营了十多年煎饼果子
的他，放弃每年二十多万元的收
入，在3年前回村流转了50亩土
地，种起了金银花。

“目前我们全镇金银花种植
面积达10万亩，年产干花600万公
斤，年产值7 . 2亿元，获得了金银
花‘双地标’认证。”平邑县郑城
镇党委书记葛峰介绍，当地先
后引进了多家企业，按照“以点
带面抓示范，龙头带动促发展”
思路，打造了一批科技含量高、
经营主体多、涉及范围广的现
代高效金银花及中药材种植
园，金银花已经成为当地的“富
民花”。

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仝延滨

5月16日，记者从烟台市医
保局获悉，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
购的人工膝关节和髋关节已于4
月30日落地烟台，近日，烟台市
集采降价后的第一例人工全膝
关节置换术在毓璜顶医院完成。

今年66岁的任女士，是一位
原发性双膝关节病患者。关节疼
痛十多年，她每次都是去医院开
点止疼药或膏药，医生和家人都

建议她进行人工膝关节置换手
术，可考虑到高昂的治疗费用，
她拖了又拖。

后来得知人工关节集采降
价了，任女士马上预约了置换手
术，出院结算时，膝关节（双侧）
耗材费用从集采前的3 . 9万元下
降至0 . 89万元，节省了3万余元。

据悉，人工关节纳入集中带
量采购以后，中选的人工全膝关
节平均价格从3 . 2万元下降至
5000元左右，全髋关节平均价格

从3 . 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
中选产品平均降幅达到了82%，
将使更多骨病患者受益。

人工关节置换术是治疗因
外伤、运动损伤、退变等原因导
致的骨关节炎、股骨头坏死等疾
病的有效手段之一，能极大程
度减轻患者疼痛及恢复关节活
动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但
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前，由
于骨科耗材技术分类及组合复
杂，且价格昂贵，很多患者面对

较大的经济压力不能进行临床
手术，而留下遗憾。现在，国家
组织人工关节的落地执行给患
者带来了希望，预约置换手术
的患者明显增多。

为做好国家组织人工关节
集采落地工作，烟台市医保局
第一时间发布中选结果消息，
并从中选信息跟踪、约定采购
量上报、落地通知发布、中选产
品备货，企业货款结算等环节
做足了充分准备，保障中选结

果能及时顺利落地实施，进一
步解决患者“看病贵”难题，持
续释放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带来
的红利。

耗材费从集采前的3 . 9万元下降至0 . 89万元

直降3万元，烟台首例医保集采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完成

油篓油篓，水如油，村像篓。380多年前，先祖们定居临沂平邑天宝山下时，看着山崖上的水
跟油一样珍贵，栖身的山洞和三面环山的山坳又像极了装油的竹篓，就把这里叫做油篓。地形上
是天然隐蔽所，地势上易守难攻，再加上山区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基础，让这里在革命战
争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地区较早建立的根据地之一。

岁月更迭，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保护抗日军民的地形和地势，却成了发展阻
隔。近几十年来，有的人走出山沟到大城市挣了钱，有的人留守山村时摸索到致富之路，里里外
外的奋进碰撞，让油篓村的人们过上了好日子。

初夏的油篓村，家家户户庭院里都晾晒着金银花。

战争年代，鲁南区党委在油篓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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