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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本报记者 李 颖 整理

““戏痴戏痴””陈宝田陈宝田
本报记者 康学翠

黄骅市羊二庄镇大马庄村的陈宝
田，人称“戏痴”。有多痴？他曾把自
家房子腾出来，供大伙儿唱戏；听着
光盘，手抄曲谱；外村人想来唱戏，
他开车把人接来；操持成立了艺园河
北梆子剧社……桩桩件件，在外人眼
里不能理解的事，陈宝田却乐在其
中：“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伙儿一块
玩，才有意思。”

初见陈宝田，就在艺园河北梆子
剧社，他和社员们玩得正酣，表演
《打金枝》选段，只见一人站中间唱，
板胡、堂鼓、皮鼓、笙等乐器齐响。

剧社占地面积 60多平方米，有演
出台、有观众席，各种设备和音响一
应俱全。墙角处，还有一台立式空
调。那是陈宝田刚买的，天冷了，他
怕大伙儿冻着。

这里原本是陈宝田大哥家的一处
老宅，大哥举家搬到唐山多年，老宅
荒废。2016年，陈宝田的侄子回乡准
备翻盖老宅，见众多戏曲爱好者挤在
陈宝田家唱戏，改了主意。就这样，
翻盖一新的老宅成了艺园河北梆子剧
社。镇文化站给买来音响，陈宝田又
添置了些器乐设备，剧社变得有模有
样。

为啥钟情河北梆子？陈宝田笑
言：“这是传承。”

上世纪 70年代，是大马庄村河北
梆子演唱的鼎盛时代，村里几乎人人
都会唱上两句。那时候，搭个台子，
弄个苫布，就能唱一晚上。可如今，
村里的“梆子声”渐行渐远，只有年
长的一些人还有些兴趣，这让陈宝田
颇为遗憾。这些年，他做过生意、当
过村干部，但不管干啥，业余生活都
是河北梆子。有意思的是，陈宝田自
己并不唱，他每次都是看着曲谱拉板
胡，但这足以让他陶醉。

前些年，条件所限，没有活动场
地，没有曲谱，陈宝田想办法一一克
服。

他腾出一间屋子供大伙儿活动，
屋子小，演奏设备不全，人挤在门
口，谁唱谁进屋。“幸亏侄子给提供了
场地，现在可宽敞了。台上演，台下
看，屋子装几十口人没问题。”陈宝田
笑着说。

没有曲谱，他就听着光盘，一个
音一个字地抄。“手抄的前提是识谱，
我没学过，就自个抱着书一点点啃。”
那些日子，真是绞尽脑汁，但识谱是
个“敲门砖”，学会后，听谱、抄谱都
顺了起来。陈宝田把抄好的谱子拿给
大伙儿看，称赞声一片。如今，这些
手抄曲谱成了宝贝，被陈宝田珍藏在
橱柜里。“我到沧州买了 7本谱子，曲
目可全了，比我抄的好，够大伙儿唱
段时间了。”

越来越正规的艺园河北梆子剧
社，名声在外。很多戏曲爱好者慕名
而来，陈宝田扳着手指头数：“不光附
近村的村民，中捷、黄骅港、海兴的
都来。”

附近村有几个“梆子迷”，以往活
动日，他们都是骑电动车来。随着天
越来越冷，出行不便，大家有了畏难
情绪。陈宝田知道了，当即承诺：“谁
有时间来，告诉我，我管接管送。”采
访当天，活动的社员有薛庄村的、有
齐庄村的，都是陈宝田接来的。傍
晚，再送他们回去。

“忙碌着、快乐着，要是再能吸引
一部分年轻人唱梆子，就更好了。”采
访最后，问起陈宝田的感受，他笑着
说，人老了，要知道自个儿找乐，这
样生活既充实又有意义。

“刚入冬的时候，1 块钱 1 斤，
现在 5块多 1斤。”“前些日子，最
高的时候卖到 10块钱 1斤，吃不起
了。”12 月 23 日，农历冬月初九，

运河区姚庄子大集上，“天价”大
葱成了市民讨论的焦点，“贵得离
谱”成了今冬大葱的代名词。

在集市的最南侧，蔬菜批发

商王先生，正在把成捆的大葱从
卡车上卸到摊位上。这是当日大
集上唯一一家“成规模”的大葱
批发商。“今年葱价那么贵，很多
蔬菜批发商都不进货，您拉这么
一卡车，不怕卖不出去吗？”“我
卖得便宜，每公斤 7元，但是不散
卖，每捆 5公斤，成捆卖。每逢大
集，卖 20 捆不在话下。”王先生
说，“刚入冬时，我就囤下 2 万吨
大葱，当时卖每公斤 3元，可没人
买，现在卖 7 元，都在抢。”王先
生介绍，现在大葱进价每公斤也
要 七 八 元 ， 他 卖 的 大 葱 不 仅 干
爽，还在价格上有优势。

“ 您 这 儿 卖 大 葱 吗 ？”“ 不
卖。”在集市逛一圈下来，我发现
两户最大的蔬菜批发商，几乎各
种蔬菜都有，唯独没有葱。说到
原因，这两位摊主说，今年葱货
源少、进价高，销量少，所以没

有进货。在大集西侧，有个蔬菜
摊位，商户把葱放在最南头不显
眼的位置，大葱只有五六捆，每
捆三四根的样子，品质很好，像
是囤放了很久，每公斤卖 12 元。

“葱放不坏，但干叶、掉土，特别
伤 分 量 ， 卖 不 出 去 放 上 一 些 日
子， 10 公斤的葱里分量会减少 1
公斤，卖便宜了不合算。”商家表
示。

在集市东侧，有位老者骑车
只卖大葱，每公斤卖价 10 元，他
卖的葱品质较好，可在人来人往
的市集上，依然鲜有人问津。“我
进货贵，所以卖得就贵。你看，
这一大捆将近 100 斤，能赚 100 元
钱，就是买的人少，买的量小。”

当日，在运河区北大院菜市
场和我市大型商超内，大白葱价
位也达到每公斤 11 元左右。在超
市挑选大葱的赵女士，举起两捆

大葱看了又看，比较了好一番，
才挑选了其中一捆。她说：“以前
按捆买，现在按根买，粗一点的
葱一根就要 2元。不过，超市为了
方便顾客购买，每捆葱只绑两三
根。葱贵了，可以少买点。”

旁边另一位顾客笑称：“平时
没事儿的时候，开垦了一小块菜
地，原本为了活动一下，闲暇时
种了些葱和白菜，没想到今冬不
用买葱，还省了一大笔钱。”

据了解，今年大葱价格贵有
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去年大葱价
格过低，今年不少种植户减少了
种植面积。二是山东、河南、河
北三大产区，今年水灾、干旱频
发 ， 对 大 葱 生 长 不 利 ， 造 成 减
产。为此建议广大菜农，虽然今
年大葱很贵，但也不要忙目跟风
种植，走出“一年贵，一年贱”
的怪圈。

编者按：
日前，刚刚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受到中共中

央和国务院表彰的海兴县张常丰村第一书记张巍婷，又收到来自
北京的好消息——她撰写的《张常丰村第一书记扶贫日记》，在
《中国扶贫》杂志举办的“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征集展示展
播中，获得文字类作品特等奖。

2018年5月，国家信访局督查室副调研员张巍婷，来到国家
级贫困村海兴县张常丰村任第一书记。她在带领村民阔步奔小康
的同时，也坚持每晚写日记，记录所见所闻、所干所思。

我们从张巍婷的日记中选取了5篇，其中有推进产业发展的烦
恼，也有取得成绩的喜悦，还有疫情期间组织驰援武汉的实录。
这些日记，记录了张巍婷脱贫攻坚工作的点滴记忆，也见证了她
与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反映了扶贫工作给贫困村带来的可喜变化。

一个月前，我刚从局里来到村
里的时候，还抱有一丝浪漫和天
真，因为张常丰村的东边就是大
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应该不
是扶贫路上的奢望吧？然而现实粉
碎了我的幻想。我们村是北方最普
通的一个村子，没有任何特色，集
体收入几乎为零。男人们受大累出
去打零工，妇女们除了做饭就是接
送孩子。由于土地盐碱，小麦亩产
最多不到200公斤，年景不好时甚至
颗粒无收。有什么办法能带领大家
脱贫致富呢？我陷入了苦恼之中。

前天，村民刘树海叫我到他家
吃饭。一进门，嫂子正把热气腾腾
的馒头端上桌，我一尝，很筋道，
有嚼劲儿，还特别香。嫂子说：“这
是用咱自家种的盐碱旱地小麦磨成
的面粉做的，啥也没掺，吃着放
心。”一番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村
民致富是否可以从“面”上做文章？

今天晚上，我召集了村“两委”
班子和村民代表，以“如何发展盐碱
旱地小麦及面食深加工产业”为主题
进行讨论。刘淑芳说：“咱村的地不
能浇水，一浇就泛盐碱。”齐志亭担
心地说：“咱们的‘大红芒’小麦虽
然好吃，可是产量太低了。”刘鹏翔
反问：“谁家不种麦子啊？现在全国
哪儿没有面？咱们卖给谁呀？”我
问：“咱们的小麦真的不打农药
吗？”大家都说：“冬小麦，冬天也
没啥虫子，再说了才产300多斤，也
懒得打。”王明说：“咱村过年、娶
媳妇都蒸面花。正好我侄女结婚，
我去给你拿几个来。”

不一会儿，他就把面花拿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面食，有动
物、植物和各种吉祥的符号，寓意着
对风调雨顺、幸福生活的向往。我还
看到了精致的面花模具。大家的讨
论，触发了我的灵感：“卖香油的不
知香油香，我这个北京来的，反而觉
得咱村的面特别有市场！”

今天，是我和村民代表带着
村里的农副产品走进央视，走入
《开门大吉》录制现场的日子。

大家很兴奋，村里来了6个
人，有 4个人是第一次到首都。
我的心情更多的是忐忑，在央视
这么大的舞台上，是出彩还是出
丑可能都是一瞬间的事。但是，
为了宣传村里的农副产品，我只
能尽全力表现了。

当主持人尼格买提喊出“请
选手登场”时，我就像一个走上
战场的战士一样斗志昂扬，大步
走上舞台，落落大方且自豪地介
绍了自己：我叫张巍婷，是海兴
县张常丰村的第一书记。然后又
介绍了张常丰村和前来助威的国
家信访局代表团。

我先后答对了3道题，并闯
关成功。拿到了 1.5万元梦想基
金，也得到了广告时间和展示产
品的机会。我介绍了村里的情
况、村民贫困的原因，以及我们
变短板为优势的思路，说明了

“大红芒”小麦属硬质麦，它的
钾元素和植物蛋白含量比一般小
麦高，而且我们用石磨加工，面
粉的口感会更好。当张常丰村的

“三面红旗”“四缸酱”端上舞台
时，小尼拿起一个热腾腾的面
花，蘸着辣椒酱吃起来，一副回
味的表情，半天也不说话。我心
想：主持人词穷了，无以言表这
美妙的味道吧？我每次吃也是这
样，就是你最想要的那个味道，
你却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哈哈，
心里美！

最后，小尼和我合了影，还
要为我们村的扶贫农产品作公益
代言。现场，很多观众关注了我
们的微信公众号，并当场下单。
今天，我感悟到，为村民的幸福
去努力奋斗，是一种无以言表的
幸福。

上午，我正和马玉娟在村电商中
心认真地梳理商品，齐福田推门进
来，手里举着一个崭新的还未来得及
折叠的证件。“书记，小作坊证领回
来了，尾号是个 8！今天请你去家里
吃顿面条，尝尝我的手艺！”看到这
个还飘着墨香的食品小作坊加工许
可证，我内心的激动不比齐福田
差。

《河北省食品小作坊管理办法》
出台以来，海兴县还没有为面食类小
作坊办过证。为此，我还向县领导写
了申请报告，请有关职能部门帮助我
们办证。但是许多村民不理解，他们
觉得办证虽然免费，但有了证就会有
人管理他们。为了动员齐福田家办
证，我和村干部跑了十几趟。第一次
去他的蒸馒头作坊，屋里比较凌乱。
我告诉他彻底打扫一次，但第二天再
去时，没有一点儿变化，齐福田老婆
拉着脸说：“打扫卫生没时间，正经
事还忙不过来呢！”后来我们又多次
去做工作，都是无功而返。

促使齐福田夫妇发生转变的是我
的一个电话和一条微信。那天我在去
培训的火车上给齐福田打电话：“大
哥，你不办证永远只能挣个加工费，
你和嫂子每天凌晨起床，累受得大，
钱却挣得少。而且随着市场的规范，
像你这种无证经营的，迟早会被取
缔，可能连个加工费也挣不来了，办
证宜早不宜迟啊！”后来，我找来设
计师给办理小作坊证的几户人家画房
屋结构图。当时，因为身体不适，我
正在医院做检查，就给村干部发微
信：别忘了齐福田！后来听村干部
说，齐福田看了那条微信，半天没说
话，掉了泪。

今天，齐福田第一个领到了证。
我说：“齐大哥，祝贺你！拿着证咱
们合个影吧。从今以后，咱的面条、
面花、馒头都是有身份的农副产品
了，都能上云端在网上销售了。咱村
的扶贫产业，你带了个好头啊！”

今天，我带着村民王金明
到县劳动就业局，帮他办理了
人生中的第一笔创业贷款 10
万元。办完出来的时候，王金
明是兴奋的，从背后看，他走
路的步伐像要飞起来一样。

王金明夫妇是村里的普通
农户，经济拮据，在村口经营
熟食生意。得知王金明曾在工
艺美术厂工作，我就鼓励他做
有艺术气息的面食面花。于
是，他尝试着用天然果蔬汁作
颜料，制作了愤怒的小鸟、小
猪佩奇等各色果蔬面花。乡亲
们亲切地称他们夫妻是“面花
鸳鸯”。王金明激动地说，把
个人爱好和致富结合起来很幸
福。

年 前 ， 面 花 的 销 量 很
大，夫妇俩两个月就卖了 1
万多元。我和王金明商讨，
他的生产场地很小，遇到大
的客户不能保障供应，建议
他扩大规模。但是，王金明
却担心扩大规模、投资设备
赔了钱，犹豫不决。上周，
我给在临村扶贫的崔书记打
电话，他主动和王金明通了
电话，谈了自己以前勇敢创
业的经历，说：“我觉得你
有必要冲一冲，试一试。”
我又打电话给我的大学老师
时教授，她认为，卡通面花
可以当成礼品经营。当时，
王金明就有了信心，特别
是听到大家对卡通面花的
认可时，激动得眼圈都发
红了。

解决了资金问题，“面花
鸳鸯”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
了！晚上准备休息时，收到了
王金明爱人的一条微信留言：

“张书记，谢谢您，我们爱
您！”

一夜没睡踏实，清晨
5 点半我就匆匆起来了，
和村干部一起将准备好的
面食产品，小心地装车、
扎牢。来不及吃口热饭，
满头的汗已驱走了寒意。
我与村民齐立顺、马玉娟
一起，要经过三个多小时
的车程，把捐赠给武汉的
250公斤挂面、300个果蔬
面花送到北京西站。那
里，有北京天泽艺术基金
会的人等着我们，捐赠物
品装上火车发往武汉，最
终分配单位是武汉儿童医
院。

前几天，大家做好防
护措施，开始加班加点赶
制捐赠给武汉的面食产
品。不但要把我们的心意
送到武汉，还要力求做出
我们的最高水平。和面、
发面、制样、配色，每一
个参与的村民内心都是激
动的。齐昌亭嫂子一边和
面一边说：“在全国抗疫的
战斗中，咱们也是参战的
一员。党和国家给了好政
策、派干部驻村带咱们致
富，脱贫不能忘党恩！”

上午 10点 10分，我们
准时到达北京西站，在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东
西装上车，目送列车徐
徐 驶 离 站 台 。 一 方 有
难，八方支援。全国疫
情 ， 武 汉 最 重 。 此 时 ，
我代表全体村民在心中
向那些抗疫一线的英雄
致 敬 ： 没 有 被 禁 锢 的
城 ， 只 有 不 离 开 的 爱 ，
只要大家全力以赴，一
定能赢得这场战役。武
汉加油！中国加油！

20182018年年66月月1515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晴晴

一个馒头一个馒头
开开启致启致富思路富思路

20192019年年44月月2424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小雨小雨

带着面花带着面花、、辣椒酱辣椒酱
上央视上央视

20192019年年88月月55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晴晴

村里的馒头和面花村里的馒头和面花
有了第有了第一张身份证一张身份证

20202020年年22月月1717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多云多云

张常丰村张常丰村
爱心产爱心产品驰援武汉品驰援武汉

20202020年年33月月1212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多云多云

王金明的贷款王金明的贷款
办下来了办下来了

一个月来价一个月来价格涨得有点离谱格涨得有点离谱

大葱按根卖大葱按根卖 每根超两元每根超两元
本报记者 邢 程

带着村里的农副产品走进央视带着村里的农副产品走进央视，，走入走入《《开门大吉开门大吉》》录制现场录制现场。。

拉起板胡拉起板胡，，陈宝田乐在其中陈宝田乐在其中。。

市民在集市上挑选大葱市民在集市上挑选大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