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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省小 清河入海处，有一

个寿光市。“寿光”的命名来源于

一段 美丽的传说。相传齐宣王驾

赴杜山 狩猎，闾丘先生率 12 位 父

老前往慰劳，齐 宣 王高兴之 下 免

去了这 13 位父老的赋税。众人拜

谢，唯有闾丘先生不动声色，齐宣

王不悦。闾丘先生说：“我们来慰

问大王，是向 大 王求寿、求富、求

贵！”齐宣王说：“人的寿命上 天作

主，我岂能给你们增寿！如今 虽说

仓库充裕，但那是备灾荒用的，也

不能随意散发，使你们致 富。我们

国家的官职，现在高位不缺，低位

又 太 小 ，也 无 法 使 你 们 显 贵 起

来。”闾丘先生回 答说：“大王所说

并 不是我敢想的，我只是希望大

王任命品 德端正、秉公 理 事的人

做官，制定公平而宽和的法令，这

样，我便可得长寿；使百姓 不误农

时，安心生产，我自 然就 富足 了；

大王如 果下令 尊敬老人，孝顺父

母，我也就 得到尊贵了。如 果按 大

王所说 免去赋税 的 办法赏 赐我

们，岂不使国库受损！所以 我不能

向您拜谢。”闾丘先生与齐宣王关

于“乞寿”的辩答，传为美谈，并且

成了寿光市命名的由 来。

寿光开发甚早，历史悠久。境

内已发现古文化遗址 143 处。其

中边线王龙山 文化城堡，分内城、

外城，总 面 积 57 600 平方 米，是

国内迄今已发现的 3 座龙山文化

城堡中最大的一座。

史传黄帝史官仓颉曾于此始

创蝌蚪文，启文字之秘。据郦道元

水经注所述，仓颉墓有三，以 在寿

光为可信。可惜已拆除，但从清人

安致远，“清水环 长树，红渠映墓

门”的诗 句，仍能领略 其昔 日 风

貌。近在城南新建仓圣公园一处，

成为今人吊古览胜的名区。园中

筑仓 颉 祠，傍水 而立，宏敞 可观，

瓦脊鸱吻，棂窗红柱，雕 梁 画 栋，

古 色古香，近旁疏竹婆娑，翠柳藏

莺，风景清幽。正门前小 桥流水，

倍增雅趣，正 门石基木构，飞檐翘

角，有楹联云 ：“虫鸟开羲画，文章

得地灵”。入门境界大开，别有洞

天，假 山 错 落有致，隙 处杂种花

竹，又设青石 几凳，古趣盎然。正

房 内彩绘 大幅 壁画：“北海藏经

地，川云 白 昼封”，“问经 来石 室，

识字拜荒原”，“鸟迹漫从沙际 见，

虫文犹自叶边新”。天地洪荒，潜

心揣摩，使人低徊沉思，不禁发出

“文字千年重，乾坤万象灵”的 感

概。

汉 景 帝 中 元 二 年（公 元 前

148 年）置 寿光县，隶属北海 郡。

2 000多来，诸多历史名人，彪炳

史册。沧桑变易，风云际会，寿光

人民永远感念古代农业科学巨著

《齐民要术》的作者——北魏高阳

太守贾思勰。当时战乱 频仍，民生

凋蔽，贾思勰从传统的农本思想

出发，著书立说，介绍农业知 识，

以 期国富民安。《齐民要术》以 它

卓越的科学内容，对当时和后世

的农业生产都具有重大影响，堪

称古代自 然科学史上 的一颗明

珠。

寿光自 然条件良好，气候 适

宜，蔬菜生 产源远流长。寿光韭

菜、寿光大葱驰名中外。近年来，

为增加品 种，提 高质量，调节蔬菜

淡旺 季，积极 发展“四 季青”高档

菜，寿光市推广了冬暖 式 大棚蔬

菜栽培技术。目前，全市建大棚

15 万个，由 一棚一菜发展到一棚

多菜、立 体种植，大棚桃树、大棚

灵芝、大棚养鸡、大棚养鳖也应运

而生。在蔬菜交易上，不断完善市

场机制，形成了以 市区为中心、以

重点 乡镇为躯干、以 原有集 市 为

补充、批发零售相互配 套的蔬菜

市场流通网络。被誉为全国最大

蔬菜集散中心的寿光蔬菜批发市

场，占 地 面 积 30 多 万 平方 米，累

计投 资 1.1 亿元，日 均蔬菜上 市

量 250 万公 斤，销售辐射全国 29

个省市区。蔬菜生产的迅速发展

带动 了寿光经济的腾飞，寿光先

后被国 家和山 东省确定为蔬菜、

水产、果品、畜牧、粮食、棉花农业

综合商品 基地县、山 东半岛对外

开放 县 和黄淮海平原开发 重点

县，财政收 入 已连续七年过亿元，

并跻身全国经济综合实 力 百强县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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