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钩沉

1

2

鹿先生给记者
看了一组老档案，
是关于百姓迎接解
放军的情形的。

解放军解放了
石 家 庄 北 宋 村 以
后，村里的朱老偏
兴奋地端出了煮好
的红薯让大家吃，
并立即叫来自己的
两个儿子到前线去
挖工事。他嘱咐儿
子说；“打下了石
门，咱就有了饭碗
和土地。”村里还有
一个71岁的老人叫
朱小小，听说给穷
人分田地的军队过
来了，连忙拄着拐
棍去迎接。

在大小西丈一
带的村庄，家家门
口桌上点着油灯，
摆 满 了 花 生 等 物
品 。 解 放 军 经 过
时，群众纷纷往战
士们手里和衣袋里
塞花生。大西丈群
众自动捐赠布鞋42
双，袜子 26 双。韩
通、北豆、八方等村
群众，烙饼1200斤，
亲自送上火线。

“务使贫民过年能吃到饺子”

本报记者 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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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石家庄解放后第三天，邮

政通邮；第十天，电话通话；第三十八

天，发电厂供电；第五十三天，自来水供

水；各主要工厂1947年年底便已先后恢

复了生产……

李惠民告诉记者，1948年2月10日

的那个春节，是石家庄解放后迎来的第

一个春节。当时，距离石家庄解放刚刚

过去了90天。这个年该怎么过，成了当

时人民政府的头等大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石家庄

市政府会在春节前夕，专门为群众吃上

过年饺子一事发布通知了。

家住在运河桥附近的霍文计今年

78岁，如今家里已经搬进了楼房，出门

就是一家大超市。这些年，他家里每周

都会包顿饺子。老人说，这样的事，在

70年前他想都不敢想。说起1948年的

那个春节，霍文计至今记忆犹新。“那会

儿我才 8 岁，连一个白面馒头都没吃

过，可那年春节，我吃了这辈子第一顿

饺子。”

这辈子第一次吃饺子

关于“吃饺子”的通知

霍文计保存的中山路餐厅的老照片霍文计保存的中山路餐厅的老照片

军民欢庆胜利

国民党军三十二师仓库的大批粮食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军三十二师仓库的大批粮食回到人民手中，，群众领取救济粮群众领取救济粮

在石家庄档案馆保存的史料中，

有一份关于“吃饺子”的通知：“一二

三四区长：旧年将至，贫民中可能有

一部分人没有吃的，希各区很好调查

一下，由库存的粮食中（过去贫民会

查封的）拨出一部发放，务使这些贫

民过年能吃到饺子。特此通知。”这

份通知的发布时间是 1948 年 2 月 1

日，落款为“市长柯庆施”。

2012年11月12日，为纪念石家

庄解放 65 周年，在习三内画博物馆

举办了“开国第一城”红色档案文献

展。石家庄市民鹿先生在展览上看

到这份通知后感慨颇深。他说一直

以来，自己都以为“让老百姓过年都

吃上饺子”只是一句普通的客套话，

没想到这句话不仅会写进政府的正

式文件中，还成了文件的唯一主题。

“吃饺子”通知

霍文计难忘的，还有那一年春节中

正路上的庆祝活动。

“中正路”，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找不

到了。李惠民告诉记者，中正路后来一

度曾改名解放大街，现在是中山路从北

国商城到火车站的那一段。

《人民日报》记者当年撰写的报道，

记录下了石家庄解放后的第一个春

节。当时，市民们欢快地在城市大街上

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解放大街上人

头攒动，锣鼓喧天。自行车没法骑，推

着也难挤动。在马路上表演的，有大兴

纱厂工人组成的高跷和秧歌队，纱厂职

工子弟学校的霸王鞭，还有石门杂技联

合会的武术和杂耍等。穿着红衣绿衫

的人们在马路中间跳着、唱着、扭着、笑

着，观看的人群发出了阵阵掌声，欢悦

的说笑以及广大市民的快乐声音汇成

一股宏大交响巨流。

霍文计说：“这样的场景我从来都

没见过，连想都不敢想。自从石家庄

解放之后，咱老百姓的日子是一天比

一天好，我们从心底里感谢党、感谢政

府。”

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70年前，石家庄市政府为什么要专

门发通知关注“吃饺子”这件事呢？带

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河北广播电视

大学教授李惠民。

李惠民主要研究石家庄城市发展

的历史，也是个老石家庄人。他告诉记

者，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说

是“百废待兴”一点都不为过。

经历了国民党的连年统治，石家庄

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困苦。不仅如此，

解放之初，石家庄还遭到了国民党飞机

的疯狂轰炸，许多房屋被炸毁。

恢复民生，成了新的人民政府面临

的最重要课题。1947 年11月14日，石

家庄市政府便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带领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当年的《冀中导报》记录下了许多

那时候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心系民生的

往事：

摧毁国民党统治人民的保甲制度，

先后成立了各区、街公所。解放前备受

压迫的城市贫民、工人、小商及妇女，纷

纷参与政权，当家做主。

废除压迫剥削工人的不合理制

度。石家庄解放前，原石微发电厂厂长

韩慕乾克扣工人工资。解放后，人民政

府帮助工人成立清算委员会，清算出克

扣工资及罚款数近两万万蒋币。

人民政府开仓济贫，并委托晋察冀

贸易局，自冀中、冀西等地运来粮食120

万斤、油10万斤、盐30万斤，供应民食。

恢复商店营业。在市内设供销市

场两处，向市民供售食粮，工人、贫民购

买时均可获九折偿付。

政府运来“救命粮”

吃饺子，现在看来是件再普

通不过的事情，可对于70年前刚

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石家庄百姓

们而言，却是一种奢望。

正因为这样，“务使贫民过年

能吃到饺子”，这样一句话居然出

现在当时的政府公文中，尤其让

人动容。

1948 年，新石家庄市政府向

各区下发公文，专门解决“过年饺

子”的问题。此举记录下了石家

庄刚刚解放时人民政府心系百

姓、为了大家能够过一个好年而

付出的可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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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民展示石家庄老地图李惠民展示石家庄老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