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寿光北临
渤海，南抵青
州 ， 东 衔 寒
亭 ， 西 接 广
饶。然而寿南
寿北因自然条
件却形成了两
种截然不同的
命运。寿南土
地肥沃，比较
富裕；北部却
是盐碱荒地，
极其贫穷。王
伯祥发动了第
二个战役：决
战寿北，一举
改变了寿光经
济的“半身不
遂”。20万人
齐上阵，寿北
大会战取得胜
利。随后，乡
自为战，村自
为战，大建盐
场、虾田、新
建 和 改 建 条
台田。

开发滩涂改变贫穷寿北 不毛之地变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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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寿光的经济发展
一直处于南北差异巨大的状态，大家形
象地称之为“半身不遂”。寿南气候湿
润，土地肥沃，适宜耕耘播种，种粮产
菜，比较富裕，被誉为“昌潍粮仓”；
占全县面积近百分之五十六的寿北却草
树不生，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
茫茫，种粮粮不收，种树树不长。120万
亩盐碱地上的20万人生活无比艰辛。
  在寿南的蔬菜市场红红火火的时
候，王伯祥书记没有忘记贫穷落后的寿
北。半穷半富不叫真富，必须改变这种
不正常状态。不彻底改变盐碱滩的落后
面貌，寿南发展得再好，寿光也只能是
富一半穷一半。王伯祥决心向寿北盐碱
滩宣战！

  对此，许多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有了之前许多年许多次的失败，这次成
功的几率有多大？王伯祥用“三个一万
亩”的成功给了这一宏伟计划有力的佐
证：一万亩高标准的条台田，旱能浇，
涝能排，年总收入500万元；一万亩的盐
田，是全省的样板，年产原盐20万吨，
收入500万元；一万亩的养虾池，年产大
虾60万斤，收入500万元。“种棉、晒盐、
养虾三大项都成功了，不仅寿北人民的
生活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整个寿光的国
民经济也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提升！”
  此后，他带领有关部门请专家，跑
寿北，对“半身不遂”没有生机和活力
的寿北“望闻问切”，越考察论证，答
案越清晰，开出的药方越精准。

邀请专家 给“半身不遂”的经济发展开药方

  1987年10月8日，经过8个多月的规划
准备工作，寿北滩涂综合开发的号角吹
响了，全县调集了20余万民众浩浩荡荡
向寿北进发，这被后人称为“北伐战
役”。
  东起丹河，西至塌河，南起咸淡水
分界线，北到渤海之滨，方圆1200平方
公里的寿北大地，人如潮涌，小推车、
地排车、马车和数千台机动车见首不见
尾，20万人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搭建
窝棚，红旗招展，人欢马叫，机器轰
鸣，一片沸腾。
  动员大会之后两天时间，20万民工
就全部上了工地。在王伯祥的带领下，
县委11名常委，9名住在工地上。县委常
委、副县长们都是七大战区的指挥，各
自统帅着一个方面军，每个乡镇一个作
战部，每个村一个战斗队，分别由乡镇
书记和村支书统领，展开了热火朝天的
竞赛。道口乡北单村村支书拍着胸脯
说：“红旗不倒兵不散，一直干到拿到
验收单！”田马乡北夏村村委主任王永
庆，独生子因车祸腿部粉碎性骨折住进
了医院，乡党委几次催他回家看望，但

他考虑到工程正进入紧张阶段，说什么
也不回去，一直奋战在工地上。侯镇党
委书记王明圣，施工中身体患病，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但他始终坚持在第一
线。当他发现村大、人多、任务重的一
个村进度缓慢后，搬来铺盖同民工一起
住进了土窝棚。在他的带动下，这个村
的民工距村三里不回家，全部吃住在工
地，情绪高涨，干劲大增，提前完成了
任务。
  许多乡镇早5时出工，晚7时收工，
一天两顿饭吃在工地，劳动时间长达13
个小时。许多民工轻伤不下火线，带病
坚持施工，表现了改天换地的坚强决心
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连天暴风雪中，
在数次大风暴的袭击中，干部与群众一
起风餐露宿，战天斗地，谱写了干群同
舟共济的壮歌；20万大军中有的是父子
齐上阵，有310多对小伙儿和姑娘自愿推
迟了婚期，呈现出当年革命战争时期母
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
景象。“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那
寿北大战场……”嘹亮的歌声响彻
工地。

  在决战寿北的日子里，王伯祥随
着大军，把铺盖搬到了工地

上。在一个放牛老汉的窝棚
里，安一张破桌子，放一
部摇把子电话，用板凳撑
起 个 大 面 板 ， 搭 个 床
铺，就算是办公室和宿
舍，窝棚顶上高高竖起
“寿北开发总指挥部”
的红旗。在这里他和民
工一样，奋战了45天，
天天卷着裤腿，穿着解
放鞋，跟民工一个锅里
摸 勺 子 ， 一 样 推 车
挑担。

  有一次，农业部部长
林乎加和山东省副省长朱

奇民到寿光视察，在县城没有找到王伯
祥，找人找到了北大洼工地。

  王伯祥满腿泥巴，从窝棚里钻出
来，林乎加部长错把王伯祥当成了民
工，问他：“你们的‘伯祥书记’在这
里吗？”

  王伯祥答道：“我就是。”

  老部长惊异地打量了一番王伯祥，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好长时间没有说出
话来。后来，他非常感慨地对朱奇民
说：“一个县有这样的书记，还有什么
办不成的事情呢？”

  这个故事成了佳话，广为流传。时
至今日，寿北人民过上好日子，不忘当
年带领他们开发寿北的王伯祥书记，大
家都说：“没有伯祥书记，哪有寿北人
的今天！”

  寿北大会战结束以后，盐
田、虾池、条台田三大建设任
务，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大量
的任务还在后面。盐田还有13
万亩，条台田新建和维修还有
30万亩，虾池还有1.2万亩。这
些任务还干不干？什么时间
干？怎么干？王伯祥召集县委
召 开 扩 大 会 议 讨 论 了 这 些
问题。
  意见不一，议论纷纷，一
种声音：再搞几个大会战，一
年一个，三年就搞完了，还是
大会战气魄大，效果好。另一
种声音是：大会战的任务已经
完成了，其余的任务，乡自为
战，村自为战就可以了，牵扯
到几个乡镇共同的工程没有了，
再搞大会战没有必要。还有一
种声音：不要赶得太急，北大
洼这么大的面积，想三年五载
就干完，老百姓承受不了，要
全部干完，起码得10年！

  王伯祥最终拍板定案说：
“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宜统
则统，宜分则分，适宜搞会战
的搞会战，不适宜搞会战的就
乡自为战，村自为战。今后几
个乡共同的任务少了，还是乡
自为战，村自为战为主，不要
单纯图虚名凑热闹。至于时间
问题，实事求是，我们本着抓
紧的精神，尽量提前，我看争
取三五年干完没有问题。”
  此后，从1988年到1991年，
寿光县四年的农业基本建设就
是按这个精神进行的。不管大
会战也好，乡自为战、村自为

战也好，规模、气魄不小于
1987年，上阵人数，干的时间
不少于1987年，工程的数量和
质量不低于19 8 7年。乡自为
战、村自为战的工程实行了五
个统一：即统一按1987年规划
施工；统一按每年10月1日之后
干一个月的时间施工；统一按
1987年的质量标准施工；统一
按县里的奖励政策和施工政策
施工；统一承包到户管理和
收益。

  1988年全县统一出工，上
阵14万人，集中治理弥河，大
干25天，全面完成了任务；还
统一出工，集中大干了引黄济
青宋庄泵站以西部分。乡自为
战、村自为战：大建盐场，全
县13万亩宜盐面积全部铺开，
两到三年完成；新建和改建条
台田10万亩，全部达到了原来
一万亩的样板标准；1.2万多亩
宜虾面积全部建成了虾池，还
建 了 两 座 扬 水 站 ， 三 个 育
苗室。

  1989年全县统一出工，上
阵16万人，集中大干公路，新
修和改建全县十纵十横柏油路
和沙子路，彻底改变了寿光县
交通落后的状况……
  像这样规模的开发连续干
了五年，巨龙式的大坝将海水
拦在坝外，坝内60万亩盐碱地
变成了高标准的棉田，40万亩
潮间带变成了高标准的盐田，
20万亩滩涂建成了高标准的养
虾池，三项年收入16个亿，人
均收入8000元以上。

  寿北开发，只是把资源优
势变为了产品优势，产品优势
如何变为商品优势，还需要做
大量的工作。大开发基本结束
之后，一年可产籽棉1亿斤左
右，可产原盐400万吨左右，可
产大虾1200万斤左右。这些产
品必须变成商品，才会有经济
效益。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上
面一再要求的是贸工农一体
化、产供销一条龙。

  棉花的收购、加工、储
存、调拨以及棉农需要的种
子、化肥、农药的供应全部由
供销社一个部门承担；原盐的
储存、调运和生产资料的供应
由盐业公司承担；大虾的收
购、加工、储存、保鲜、出口
以及虾农的饵料供应等环节统
统由外贸公司承担。这样把棉
花、原盐、大虾变为商品，取
得好的经济效益，达到富裕一
方百姓的目的，关键是以上三
个业务部门要做好一系列的
工作。

  王伯祥特别重视这三个部
门的工作，对领导班子进行了
调整，对其内部机构的设置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对这
三个部门的主要任务做了规
定，就是千方百计到业务上级
争取资金，争取项目，争取好
的价格。他亲自出马，与这三
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无数次地上
潍坊，跑济南，进北京汇报情
况，提出要求，请他们到寿光
来实地观看和考察，经过几年
艰苦努力，供销系统在寿光投
资1.5亿多元，建了四个棉花加
工厂、四个纺纱厂；盐业公司
系统在寿光投资1亿多元，建了
五个溴素厂、一个制药厂，还
修建了500公里的柏油路；外贸
系统投资1.2亿元，建了三个外
贸冷藏厂、四个饵料加工厂。
棉花、原盐、大虾收购价格和
生产资料供应基本达到了农
民满意的程度。

家家上阵 20万大军打响“北伐战役”

搬着铺盖 住在工地卷着裤腿奋战45天

乡自为战村自为战 打赢最后攻坚战

针对三个部门改革 将贸工农一体化

  20万大军经过45天艰苦卓越的奋战，终于按质
按量地完成了预定任务。35万吨盐田按照规划，修
筑大小沟路渠坝85条，总长350公里。条台田共修
道路林带299条，317公里，修建干支沟渠300多条，
建设高标准条台田3830个方，共11万亩。虾场工程
大家洼镇和羊口镇新筑防潮大坝3100多米，围圈滩
涂面积5万多亩。这次寿北开发共投工850万个，完
成土方2470万方，人均100多方。这在寿光工程建
设史上是空前的。

  1987年12月9日，寿光市委市政府在寿光县影
剧院召开寿北开发总结大会。包括寿光县五大班子
成员，各乡镇、县直部门，公司、厂、站主要负责
人，共1500多人。
  8时30分，县长姜洪佩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
是少先队员献词。在锣鼓声和军乐声中，少先队员
们表达了对20万民工的高度赞扬和深情厚意。

  接着县委书记王伯祥作报告。王伯祥说：“这
次会战，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带领20万民工，
以改天换地、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以创造优异成
绩向党的十三大献礼的饱满政治热情，以艰苦奋
斗、敢打必胜、顽强拼搏的精神，奋战45天完成
的。会战中，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战寒风，斗阴雨，
不怕疲劳，连续奋战，为寿北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
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
所有参加会战的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

员，并通过你们向全县20万民工同志们，表示最亲
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王伯祥站起来，离开座
位，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全体与会同志深深地鞠了
三个躬。这时会场上，全体人员自动起立，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

  之后，王伯祥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继续作报
告。嗓子有些沙哑的他详细地阐述了寿北大会战的
情况特点和七条经验：“舆论造得早，准备充分”
“工程规模大，难度也大”“标准质量高，为高效
益奠定了基础”“民工干劲大，情绪高涨”“三级
领导骨干上阵，作风过硬”“后方支援得好，服务
周到”“工程的经济效益好，干的正是时候”。并
提出了下一步如何配套，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
意见。
  王伯祥在报告中表彰了先进村、乡镇、县直部
门、民工、乡镇干部、乡镇党委书记、县直部门负
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他说广大民工自始至终保持
了旺盛的士气，涌现出了许多动人事迹。他动情地
讲述着在挫折和困难面前，20万干部群众经受住的
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王望乡乡长孟祥志，在
潮水冲毁民工工棚时，第一个跳进了冰冷的水中，
为民工打捞铺盖；年老多病的父亲住院病危，三次
来信叫他，他却忍着悲痛，咽下泪水，一天也未离
开工地……”王伯祥讲到这里，加重语气说：“请
允许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受表彰的民工、村干

部、乡镇干部和县直部门负责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然后他离开座位，走到台前正中
央，第二次向与会人员深深地鞠躬致谢，会场上响
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王伯祥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同志们，
这三项工程本来打谱干20天，最多干25天。但由于
对工程量和工程难度缺乏准确的测量和估计，原测
量1700万方土，实际2400万方土，当发现土方测量
不准确的时候，又不能半途而废，留下半拉子工
程，就提出不管工程量多大，难度多大，非干到底
不可，这就造成了工期拖长，干部民工多受了累，
多吃了苦，多花了钱，这是决策上的失误，指挥上
的失误，责任在我，望干部民工同志们深加谅解。
事到如今，我没有别的办法弥补这一失误，只好奋
发图强，拼命工作，尽上我的所有精力和能力，不
为名，不为利，只为寿光的群众办好事、为寿光的
振兴多使力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伯祥讲
到这里，第三次离开座位，走到台前中央，向与会
代表深深地鞠躬。会场上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长达五分钟之久。

  王伯祥在讲台上哭了，大会场上有许多人也感
动得落了泪，有的同志忍不住抽抽嗒嗒地哭出了
声。一个没白没黑，风里来，雨里去，泥腿泥胳膊
干的县委书记，把功劳记在了人民头上，却把责任
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怎不叫人尊敬呢？

按质按量完成预定任务 会场上洒泪三次鞠躬

1989年，王伯祥（中）和有关人员在北大洼现场研究寿北开发。

王伯祥（左四）在养虾场调研。

寿北开发工地上的窝棚

寿北开发施工现场 王伯祥（左二）在盐场和盐工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