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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敬仁

冠县原称冠氏县，隋开皇六年
（586 年）“析馆陶县东部置”，因境
内春秋时有冠氏邑而得名，贞观元
年（627 年）“省清水入冠氏”，直至
明初略“氏”而称冠县。

冠县地方志关于冠氏邑最早的
记载是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
版《冠县志》：“冠在古为冀州域，春
秋时晋冠氏邑。《左传》：晋人伐卫，
齐庄公为卫故伐晋冠氏。即此。”

《左传》的详细记载是哀公十五年

篇：“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
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
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这
段话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子贡在出使
齐国时，向齐国当政者陈成子讲述
的齐国攻打晋国的冠氏邑的故事，
这场冠氏邑之战发生于周敬王十九
年（公元前 501 年）。战争中，冠氏
邑对于齐国是先得后失，损失 500
战车不说，还补偿给卫国今黄河以
西，禹城、东阿、长清一带的土地。
不难看出，早在 2500 多年前，冠氏
邑已是闻名于世的要地了。经历代
考证，春秋冠氏邑址在今冠县东古
城镇，因其“西北七里有陶丘赵置馆
于此”而称为馆陶，西汉时置馆陶
县。

“春秋时，晋大夫食采于冠邑，
以地为氏。”这里成为冠氏郡望，那
么冠氏邑又是谁的封邑呢？《冠县地
名志》认为，春秋时晋文公重耳，对
辅佐他的人论功行赏，赏赵衰为头
功。后来，狐偃咎犯功高盖世，超过
了赵衰，便称咎犯为“头功之上”，
赏赐其今漳卫河以东、马颊河以西
方圆百里沃土。头功之上为冠，故
称食邑为冠邑，后以地为氏，称冠氏
邑。

狐偃姬姓，狐氏，字子犯或咎
犯、舅犯，大戎（今山西交城）人。

晋国重臣，狐突之子，重耳
的舅舅。狐偃和兄长狐毛
辅助重耳。骊姬之乱引发
晋国混乱，力劝重耳流亡
外国，保卫重耳国外流亡
十 九 年 。 支 持 晋 文 公 即
位，帮助晋文公成为霸主，
担任上军将，成为晋文公
的首席谋士。

春秋时期，冠氏邑地
区属卫国，地处齐国和晋
国 交 界 。 晋 献 公 十 七 年

（公元前 660 年）十二月，北部的狄
（翟）人进犯卫国，卫向霸主齐国求
救，未等齐军赶到就被狄人打败，
国君也被杀死。等到齐桓公亲自
领着救援大军赶来，将城内财物劫
掠 一 空 的 狄 兵 早 已 跑 得 无 影 无
踪。接下来，齐桓公会合诸侯帮助
卫人恢复国家，拥立国君，帮卫国
在楚丘建造了新都。

当时，有一座沙麓山耸立于太
行山之东，虽然是土山，却高大巍
峨，矗立于古黄河东岸，恰如北方部
落民族与中原活动区域的门户和咽
喉。齐桓公看重沙麓山，晋献公十
九年（公元前 658 年），便在沙麓山
下营建了五鹿城用于防守北方侵
袭。沙麓山具体位置，大约在今大
名县卫河以东偏北，东接莘县西北
部、北达冠县南部，南北约百里、东
西约三十多里。

在五鹿城建起的同一年，晋国
国内发生了动乱。晋公子重耳为
避国难，携亲随先是逃到了狄国。
迫于敌人追杀，他们准备投奔齐
国。途中经过曹国，曹国君主根本
不管饭，第二天就把他们赶走了。
转而到了卫国，卫国君主更干脆，
让他们吃了闭门羹，连面也不让
见。重耳这群落难者辗转来到卫
国五鹿城北部的野外，已是疲惫不
堪，又饥又渴。百般无奈，他们只
好放下面子，向路边的农夫讨饭
吃，不料农夫却给了他们一块土。
接连的挫折，使重耳恼羞成怒，抬
手便要打这位农夫。刚要扬起的
手却被舅舅狐偃拦住，高声告诉
他：“你知道吗？给你土块就是给
土地，土地象征江山，这是拥有国
家的吉兆！”无奈的重耳只好忍下
这口气，带上土块赶奔前程。

乌云过后是晴天。晋文公元年
（公元前 636 年），在外流落 19 年的

公子重耳终于做了晋国的国君。
晋文公五年（公元前 632 年）正

月，雄才大略的晋文公，想起落难时
在曹、卫两国受到的冷遇，决意攻打
两国。出征前，他佯言要向卫国借
道，实际上要把他们两国一块消
灭。此时，卫成公刚刚与曹国一起
归附楚国，怕得罪楚、曹二国。他知
道先君卫文公当年曾对晋文公无
礼，晋文公这次来者不善，就没敢答
应晋国过路借道的要求。这也早在
晋文公的意料之中。晋文公一边派
使者到卫国去，一边早就率领着大
队人马绕到卫国南边一个叫南河的
地方，由这里渡过黄河，至卫国边
境。

晋文公远远望见他早年落难
路过的五鹿城，不由触景生情。他
手指着远处的五鹿城，命令将士马
上攻打，似乎要把过去的怨恨全宣
泄在这座城上。五鹿守军不意晋
军猝到，未及准备，个个惊慌失措，
仓皇逃窜，五鹿城轻易被晋军夺
得。正在国都楚丘惊恐不定的卫
成公，一听这个消息，吓得赶忙逃
离卫国。接下来，晋文公又去攻打
曹国，曹国也很快被打下，君主被
擒获。后来，卫、曹两国苦苦哀求，
答应与楚国断绝关系，归附晋国，
晋文公才准许卫、曹两国复国。后
来几经反复，五鹿城连同夷仪城终
归晋国版图。

到了这年的冬天，晋文公以周
天子之命召集诸侯，与齐昭公、宋成
公、鲁僖公、蔡庄侯、郑文公、卫叔
武及莒子在践土（今河南原阳）会
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
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称霸后
的晋文公不忘狐偃当年教诲，遂将
当年五鹿城之北“乞食得土”的土地
赐给了狐偃。

■ 杨士江

观音堂村，位于东阿县政府驻地东
北约9公里，现在由前堂、东堂、西堂3个
自然村组成，总人口 1600 余人，占地
3800亩，隶属东阿县陈集乡。距陈集乡
政府驻地及杨柳古镇均 4 公里。地势
夷，土膏腴，旱可浇，涝可排，得黄河之
利，借地理之优。村民承宗之传统，世代
于此耕耘，春种秋收，安乐幸福。

据传，唐宋时期，东阿有一处兵家必
争之地，即当时的黄河杨柳渡口，现在的
东阿县杨柳乡驻地。五代后梁名将王彦
章（今阳谷人）与后晋将领石敬瑭，曾酣
战杨柳，决堤放水，血染黄河，史称“夹河
之战”，“王铁枪”也由此名垂青史。东阿
史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公元960年，赵
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创建了北宋。
北宋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杨刘镇在当时
也逐渐发展成商贾云集的大集市。

据说，杨柳镇有一张姓富人，为人正
直、广施善缘，在当地享有盛名，人称张
员外。其老母亲双目失明，已三十年有
余。张员外多方寻医问药，老人也不见
好转。

公元 1001 年，适逢当地大旱，颗粒
无收。到了夏季又遭遇蝗虫灾害，灾民
连树皮都吃不上。张员外每天在府门外
布施粥饭，接受布施的灾民排成长龙。
几个月下来，张员外家的粮食所剩无几，
母子二人十分着急。一日，一老太太来
到张府门口，要求见张员外。张员外毕
恭毕敬地将老人迎进堂屋，问及需要，老
人说只要一斗粮食救助子孙。张员外听
后，给老人准备了粮食，又给了几锭银
子。老人走出屋门，突然不见了踪影。
此时天空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以后每
逢子时，把粮囤打开，就够灾民十二日生
活。去照顾你母亲吧。”

张员外回屋，发现母亲眼睛复明
了。原来是张员外的善心打动了观音菩
萨，下界指点他来了。第二天夜里，菩萨
托梦张员外：杨柳南几千丈外，有一风水

宝地，既可以开垦粮田，又可以安养生
息，要张员外在此建造庙堂一处，菩萨可
以保佑这一方平安。张员外醒来后，立
刻召集灾民，建起了观音堂。建成以后，
当地风调雨顺、政通人和。于是，张员外
定于每年八月八日举行观音堂庙会，为
百姓祈福。每年的观音堂庙会商贾云
集，当地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南宋末年，由于北方战乱，一些官宦
富贾后代自发在观音堂附近居住了下
来，以防观音堂遭到破坏。据老人们传
说，元顺帝至正年间，政府大力推进民族
分化政策，国家动荡不安，加之洪水肆
虐，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

当时，元兵就驻扎在现在的马棚顶
附近，几乎天天侵扰附近居民，让本受天
灾的民众更难生存，致使民怨沸腾。那
时，有朱应选（字旺山）、张太宁等人自发
组成约两千人的抗元队伍，活动在现在
的杨柳与铜城附近，与元兵周旋数年，最
后被元军围困于观音堂，与近万元军对
峙四月有余。后因临清百姓暴动，元军
被抽调前去镇压，观音堂解围。因元兵
数倍于起义军而没有攻下观音堂，在后
世就流传有铁打铜铸观音堂的美名了。

公元1360年前后，当地起义民众协
助明军多次击败元兵残余。明朝建立
后，政局逐步稳定，各路抗元名将带领一
部分人在附近开荒种地。多年后，各地
群众便把这些将领的名字传给了后人，
便是今天这些村庄名称的由来。

据杨家族谱记载，因连年灾害，在洪
武年间，始祖杨朝士跟随爷爷自文登杨
家疃村搬迁至泰安府东阿县城北二十余
里曹家屯，并安家于此。杨朝士未能对
以前的族谱进行完善，所以以前的始祖
未能写入族谱。我的二世祖先杨礼于永
乐七年因参与修缮观音堂，携长子杨从
经、次子杨从学搬迁至观音堂附近，并对
族谱进行完善，以杨朝士为第一世祖进
行了族谱的编制，至今已有四五百年。

（于新贵 整理）

观音堂的传说观音堂的传说春秋冠氏邑或为狐偃封地春秋冠氏邑或为狐偃封地

■ 刘德策

2021年11月，聊城市民专属的普惠性商业补充医疗
保险“聊惠保”上线，该产品对参保人不设年龄和病史限
制，无等待期，只要有聊城基本医保就能参保，最大限度
地覆盖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聊惠保”每人每年保费89
元，最高可以获得230万元保额保障，相较于常规的商业
健康险，“聊惠保”具有参保低门槛、保障范围广、赔付比
例高、带病可参保可赔付、可刷医保卡缴费、专属健康服
务等优势和特点，可有效纾解百姓看病贵、用药难问题。

2022年10月25日，2023年度“聊惠保”正式开放参保
缴费，仅两天时间，参保人数就突破十万。“聊惠保”为何
如此受欢迎，让我们一探究竟。

随手之举帮了大忙

2022年2月16日，东昌府区郑家镇居民付勇（化名）
的妻子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后，病情得到控制。
住院半年，花费40余万元。通过医保统筹基金和大病报
销后，仍需要自费十几万元。

虽然付勇做冲压件代加工生意多年，有些积蓄，但十
几万元对于他来说依然不是个小数目。“爱人身体不好，
需要我照顾，再加上疫情，今年收入不多，多亏当时买了

‘聊惠保’，后续康复治疗的费用才有了着落。”在向“聊惠
保”提出理赔申请后，“聊惠保”工作人员经过调查沟通，
迅速确定了理赔责任，并协助付勇办理了理赔手续，将近
6万元赔付费用转到了付勇的账户。

谈起购买“聊惠保”的经历，付勇很庆幸当时的“随手
之举”：“我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碰巧看到的‘聊惠保’参
保信息，看到保费才89元钱、带病也能参保，就给俺娘、俺

媳妇都买了一份，没想到刚买了就派上了大用场。‘聊惠
保’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相较于常规的商业健康险，“聊惠保”在定价方面具
有明显的普惠特质，不论健康状况、不论年龄职业，只要
有聊城基本医保均可购买，且每人每年仅需89元，真正
做到“价格普惠，人人可及”。“聊惠保”在保障责任上有
效衔接聊城市基本医保政策，对经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
报销后，自付超过年度累计免赔额1.7万元的部分，符合
报销条件的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再给予
80%报销比例的报销，特定药品医疗费用超过年度累计
免赔额 1.7 万元的部分，符合报销条件的费用再按照
80%报销比例报销，特殊疗效药品医疗费用超过年度累
计免赔额1万元的部分，符合报销条件的费用也可以再
按照80%报销比例报销，最高保额230万元，能有效减轻
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带病能参保，真是良心险”

2021年8月，68岁的魏庆臣（化名）重度再生障碍性
贫血病症复发，在济南住院治疗后，转入天津某专科医
院。“我这是老毛病了，又上了年纪，普通保险对年龄、既
往病史限制很多，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提起
自己的慢性病症，魏庆臣对子女满是愧疚。

“我是在手机上看到‘聊惠保’参保信息的，说有既往
病史也能参保，我还专门咨询了工作人员，得到肯定答复
后，给父母各买了一份。”魏庆臣的儿子介绍。在向“聊惠
保”提起理赔申请，并按工作人员要求提交理赔所需材料
后，第一笔3万多元的理赔费用随即到账。“带病能参保，
真是良心险。”魏庆臣说。

切身体会到“聊惠保”的实惠后，魏庆臣成了小区里

的“聊惠保”义务宣传员。“保费不贵，才89块钱，有病也能
投保，高保额、理赔迅速，‘聊惠保’简直就是为我们老年
人量身打造的，真是聊城人的良心险。”在魏庆臣的带动
下，2023年度“聊惠保”刚上线，其所在小区便有很多住户
积极投保。

除为参保人提供保险保障之外，“聊惠保”还为参保
人提供风险评估、在线问诊、购药送药等增值服务，全方
位满足聊城人民健康保障需求，提升参保人员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同时，保障不再区分既往症，既往症人群享
受与健康人群一样的保障待遇，报销金额更多，保障更
实惠。

政府指导监督，保障再升级

“聊惠保”由聊城市医疗保障局指导、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聊城监管分局监督，2023年度“聊惠保”
保费仍为每人每年89元。产品保障范围涵盖基本医疗保
险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以及38种特定高额药品费用、11
种特殊疗效药品费用，能够有效减轻聊城市民高额医疗
费用负担。

为进一步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费用负担，新一年的
“聊惠保”继续坚持参保门槛低、保费实惠、保大病、保
重病的基本定位，在保费不变的基础上，对保障进行全
面升级。

2023年度“聊惠保”在去年保障方案基础上，降低了
年度累计免赔额门槛：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住院医疗费
用免赔额、特定药品医疗费用免赔额分别由2万元降至
1.7万元，特殊疗效药品医疗费用免赔额由2万元降至1
万元，让市民感受更实在的惠民福利。

保险向善，造福民生。本次理赔探访的两个案例，只

是“聊惠保”为民服务、保障民生的一个缩影。“‘聊惠保’
就像一个充满爱的池子，大家都在往池子里蓄水，汇聚成
希望之泉。”“聊惠保”项目组相关负责人说，“未来，我们
将在产品设计、投保流程、理赔服务等各环节不断完善和
改进，让这份暖意播撒进更多病患家庭，为更多人带去希
望。”

作为聊城专属的城市定制型普惠性商业补充医疗保
险，2023年度“聊惠保”的集中参保期已接近尾声，投保通
道将于12月31日24时正式关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40万聊城市民成功参保。

与此同时，上年度的理赔工作也将满一年。来自“聊
惠保”项目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底，个人累计赔
付最高金额为94.4万元，年龄最小的理赔用户仅1岁，年
龄最大的为95岁。

2023年度“聊惠保”集中参保期已接近尾声，投保通道将于12月31日24时正式关闭。

截至目前，超过40万聊城市民成功参保。

扫码关注“聊惠保”公众号，即可参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