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人闲坐，灯火可
亲。

对于时振城来说，
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家人
围坐在一起品读书香。
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
会消散。

36岁的他是渤海新
区行政审批局的科员，
嗜书如命，也把这份对
书的热爱传递给了家里
的每个人。妻子每日坚
持早读，儿子 10岁饱读
诗书、知识丰富，小女
儿几个月大时便拿起书
就不肯撒手。这个家书
香四溢，多次被授予

“书香家庭”称号。
“在我们家，书籍就

像亲密的家人，我们随
身带、随时看，它可以
永远伴随我们。”时振城
说。

时振城家的诗和远方时振城家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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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枪，军人的枪，都沉
甸甸的，因为这个沉甸甸，是责
任……”1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海兴县一处老
院落里，50 岁的张卫东静心凝
神，为曾为警察、已故的外祖父
写下一首诗《姥爷的枪》，以示怀
念。

张卫东出生在海兴县曹庄子
村，距离姥爷生活的张皮庄村仅
几公里之遥，儿时基本上在姥姥
家里长大。他回忆，姥爷梁树勋
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新中
国成立后，一直在公安战线工
作，在海兴县公安局看守所长岗
位上离休，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
一辈子。1990 年 12 月，老人离
世，走时身着海兴县公安局特批
的新警服。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随身
佩戴的那把手枪。我想摸又不敢
摸，姥爷每天下班后就把枪锁在
柜子里。他告诉我那是抓坏人时
用的。”张卫东说，姥爷经常给他
讲故事，讲战争年代打仗的故
事，讲他抓坏人的故事。在张卫
东的心目中，姥爷身穿警服、佩
戴手枪十分威严帅气。

姥爷的手枪象征着庄严，象
征着责任，在姥爷的影响下，
张卫东义无反顾地选择参军入
伍，退伍后在工作岗位上兢兢
业业。他说，1月 10日是我国第
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电视上
播出的新闻让他回忆起了姥爷
的 故 事 ， 有 很 多 话 想 对 姥 爷
说，于是写下了这首 《姥爷的
枪》。

首个警察日首个警察日 诗歌致敬意诗歌致敬意
杨静然

东光县鸿运小区。寒冷的冬
日里，90 岁抗美援朝老兵施树
吾，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回
忆从青年参军、浴血沙场，到复
员回乡、一生为党的经历，依然
热血沸腾。

17岁当侦查员

施树吾出生于连镇镇李四维
村，1947年，年仅 17岁的他，义
无反顾地离开家乡，应征入伍。
经过部队训练后，成为第三野战
军第九兵团第27军的一名侦查员。

27军是传奇的部队，被称为
“第一猛虎军”，是陆军的王牌集团
军之一。每当战役打响，敌人常闻
风丧胆。他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淮
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为
我军制订作战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情
报。“每次打仗之前，我的任务是
深入敌军阵地，抓来俘虏，了解情
况，我光抓俘虏就抓了十几个。”
施树吾自豪地说。

1949年3月，施树吾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

的标准要求自己，凡事冲锋在
前，吃苦在前。在一次战役中，
他和几名战友，趁天黑摸进敌人
堡垒，打探敌情，不料遭遇埋
伏。敌人将他们团团包围，机关
枪不停扫射。在关键时刻，施树
吾带领队友，机智突围。

赴朝作战保家卫国

在采访时，施树吾脱下鞋
子，我们这才发现，老人的左
脚脚趾头早已不在。老人说，
多 年 来 ， 整 只 脚 一 直 没 有 知
觉，后背上还有被弹皮炸的伤
痕。客厅桌子上放着他每天吃
的治疗类风湿的各种药。这是
他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留下
的伤痛。但他说：“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能为国家做点事情，
不后悔！”

1952 年，施树吾跟随部队，
坐着火车到达安东。士兵们装好
饼干，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
上，施树吾所在部队白天隐蔽，
夜晚打仗。一个山头接连一个山
头攻打，参加的小型战役不计其
数。“一天仗打下来，背包上都
是炮弹皮，志愿军英勇无畏，打
得美国鬼子滚的滚、爬的爬。”

1952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夜
晚，下着大雪，我军准备攻下另
一座山头。号角一响，施树吾冲
锋在前。脚不幸被炸伤，鲜血直
流。炮火猛烈，伤员惨重，飞机

送不上补给去，医护人员抢救不
下来。在山中呆了两天两夜后，
施树吾才被发现。

由于担架紧张，施树吾在冰
上爬了一公里，才到达团部。朝
鲜四处环山，一眼望去，是深不
见底的山涧。晚上，施树吾坐在
牛车上，被转运到军部疗伤。刚
下过雪的路面湿滑，一不小心翻
了车，伤员都掉下了山涧。唯有
施树吾被车卡住，幸运得救。

一生军人本色

1953年，施树吾再次响应党
和国家号召，支持农业，复员回
乡。区政府召开大会，专门表彰
他的英勇事迹。不久，在村民的
选举中，年轻的施树吾当选为新
一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全村的
当家人。

500 多口人，一年吃多少粮
食？有多少种子，有多少牲口？
给国家供多少粮食？晚上睡不着
觉，他光琢磨这些事。最后，和
社员们商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种高产作物。有一年闹灾，别村
都吃供给，他们村不但不吃供
给，还向国家交公粮 17500公斤。
别村有饿死的，他们村却没有一
个挨饿的。

施树吾当村支书十五六年，
村子成了先进村，他也获得过先
进支部书记、先进党员等多项荣
誉。

后来，施树吾被调到大张敬
老院，担任院长。一干就是30年。

初到敬老院，面对十几位老
人，施树吾身兼数职。他是院
长，也是会计，他是食堂烧火
的，也是服务搞卫生的。老人们
无儿无女，生产队给的补助不是
太充足。于是，施树吾想方设
法，保障老人们生活。

敬老院里有4亩来的荒地，他
开拓出来种了菜。有了园子不用
买菜，种的菜还能跟户家换粮
食。随后，他又以个人名义贷
款，买了机磨，生意异常红火，
来推麦子的络绎不绝。挣了钱，
施树吾天天给老人们改善伙食，
蒸包子、包饺子、炸油条……很
多人羡慕不已。

冬天燃煤取暖时，施树吾担
心老人们的安全，常在外屋整晚
守着睡，不回家。他把全部心血
和汗水都放在了敬老院。回首往
事，老人流下热泪：“我这一辈
子，不管是干什么，都可以问心
无愧地说，保持了军人本色，干
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干的事！”

“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本报记者 杨静然

灵 力 精 巧 ， 声 腔 喜
庆。冬日的运河岸边，一
桩 青 砖 老 房 里 ， 余 音 绕
梁，戏声袅袅，沧州河北
梆子剧团的演员们正在这
里排练。刚刚到剧团的年
轻演员沈美玲，正在台上
演 《买水》 折子戏，亦步
亦趋，精巧灵动，边表演
边演唱，赢得了在场观众
拍手叫好。

自去年以来，沧州河
北梆子剧团根据疫情防控
情况，按照上级有关部署
要求，采取线上线下等灵
活多样的形式及时发挥应
有的文化宣传作用。疫情
严重时，积极申报网络快
手平台，组织演员“休息
不休戏、宅家大练功”，
编 创 一 些 抗 击 疫 情 的 小
戏、唱段、快板等，通过
网络播发，歌颂党中央的
英明领导，赞颂全国上下
众志成城战疫情的英勇事
迹 ； 疫 情 好 转 时 ， 组 织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主题文艺创作，
采取“老戏新唱”形式，
编创了一系列有关脱贫攻
坚的戏曲唱段，大力讴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火热
实践和亮点成果；疫情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为缓
解市民因疫情带来的精神
压力，活跃文化生活，在
市文化艺术中心为狮城百
姓奉献了 14场戏曲文化大
餐，精心组织了 90场文化
惠民演出、36场戏曲进校
园活动，还到海兴、保定
等乡村演出 22场大戏，受
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创新是剧团不断发展
的源泉，有观众戏曲才有
生命力，有叫好叫座的剧
目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
为努力做到常演常新、吸
引观众，梆子团在因疫情
不能外出演出资金十分困
难的情况下，在对已有三
四十部经典剧目进行温故
知 新 的 同 时 ， 还 创 排 了
《杨三姐告状》《李慧娘》
《状 元 打 更》 等 多 部 大
戏、新戏。特别是 《杨门
女将》 这部大戏，是我省
地市级梆子团自 1970年以
来首次排演，阵容庞大，
场面震撼。沧州河北梆子
剧团举全团之力，57名演
员，每个人都承担多则 5
个、少则 2 个角色，无论
是演员唱功、舞台表演、
灯光舞美等都实现了创新
突破。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等公开亮相演出后，受到
有关专家及广大观众的交
口称赞。

团长刘长友说，2021
年 ， 梆 子 剧 团 还 将 排 新
戏、演大戏、唱好戏，创
排 《潇湘夜雨》 等新戏。
继续搞好文化惠民、戏曲
进校园等七进演出，积极
开拓农村广大市场，在充
分覆盖沧州市场的同时，
争取到京津冀等地城乡演
出。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重点打造大
型新编现代河北梆子 《白
洋淀雁翎队》，向党的生
日献礼。

一家“书虫”

晚上 7 时，忙碌了一天的
城市逐渐安静下来。而时振城
家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五湖四海——海阔天空
—— 空 前 绝 后 —— 后 继 有 人
—— 人 定 胜 天 —— 天 道 酬 勤
……”时振城和儿子成语接龙
的游戏玩得热火朝天。父子俩
旗鼓相当，有时说成语，有时
对诗词，兴致浓时能玩一个晚
上。另一侧，女儿依偎在母亲
身旁，饶有兴致地听着绘本故
事。

这样温馨的画面，几乎每
天都在时振城的家里上演。他
的家里没有电视，只有一墙的
书，夫妻二人也很少玩手机，
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放在了读书
或者陪孩子读书上。有时累
了，一家人各自捧起最钟爱的
书，家里会瞬间安静下来。

“我喜欢诗歌，喜欢钱钟书
的文字，妻子研究儿童心理
学，儿子爱看历史和地理类的
书，而小女儿则沉浸在绘本故
事里。”时振城说，家里没有电
视机，只有一个又一个的书
柜，一双儿女都是在书堆里长
大的，他们的玩具就是各种稀
奇古怪的书。

耳濡目染下，儿子从小遨
游在书海里，是个不折不扣的
小“书虫”，一年能阅读上百本
童书。在班里成绩始终名列前
茅，他说，阅读给了他一双看
世界的眼睛。因为饱读诗书，
他的思维敏捷，对知识有着无
限的渴望。

爱书的儿子像极了年少时
的时振城。

他生长在渤海岸边的一个小
渔村，小时候，父母忙于生计，
终日与大海和虾池打交道，顾不
上家里。年幼且有些内向的他时
常一个人待在家里，一本本小画
书便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公主
与王后》《警犬黑豹》《高山下的
花环》……即使有些字词都不认
识，也常常让他坐在庭院里看到
日头落山。

与书相伴，成为时振城童
年里最温暖的时光。

半生书缘

因为热爱阅读，时振城家
有限的空间里堆满了各色各样
的书籍，俨然成为一片“书
海”，亲朋好友拜访都会感慨惊
叹。其实，时振城并没有刻意
在家里营造读书氛围，对于
书，完全源自那份心底的热爱。

上初中时，学业负担逐渐
加重，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周末
可以去二伯家里看书。“二伯家
有好多书，《孙子兵法》《战争
诗选集》《三国演义》等，有时
竟可以看一个下午，也许这就
是与书的缘分吧。”

后来上了高中，受语文老
师的熏陶，他不知不觉就喜欢
上了读书和写作。为了省钱买
书，他经常饿肚子，甚至被同
学们笑称为“傻子”。

读书，已经成了时振城的
习惯。高中毕业后，他去了军
校。每天训练一结束，他就找
个安静的角落，如饥似渴地读
书。再后来参加工作，读书和
写作就成了时振城调节压力的
最好帮手。每晚睡觉前，他都
要拿出书架上的一本书细细品
读。他边读边写，一路走来，
已经成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沧州市
作家协会会员，多篇作品在
《散文风》《大洼文学》和《国
家诗人地理》网刊发表。

因为书，时振城碰到过许
多有意思的事。2019 年，他去
苏州培训，结束后打算去当地
一家有名的书店逛逛。出租车
司机听说他要去书店，就在车
上与他闲聊，从《史记》《二十
四 史》 到 《红 楼 梦》《西 游
记》，再到散文、诗歌，俩人越
聊越投缘，40分钟的车程很快
过去，司机连车费都没收。“这
可真是‘因书结缘’啊！”时振
城笑称。

诗书传家

读书会传染吗？在时振城
的家里，答案是肯定的。

刚结婚时，妻子安玉叶并
不是一个爱书的人，可看到他
每天下班回家就捧书阅读，没
事还跟她交流感悟，妻子着实
受感染，于是开始跟随丈夫一
起阅读。这一看便一下子沉浸
了进去。

安玉叶是渤海新区的一名幼
儿教师，每天，除了晚上陪伴孩
子们阅读，还养成了早上读书、
做笔记的习惯，坚持了多年。她
喜欢研究儿童心理，带着孩子们
不断在书中寻找乐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时
振城和妻子闲暇时，就带上两
个孩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他们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奔
跑，感受“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他
们去江南水乡，看杭州西湖是
否如苏轼说的“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般美
丽；他们在海边看日出，一起
体味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
时”寄托了张九龄怎样的情
怀；他们在黄河边行走，慨叹
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的才情……在时振城家，
不仅有诗，还有远方。他们一
边阅读，一边行走，两个孩子
对书中内容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于时振城一家人而言，
家的味道，便是那一缕独特的
书香。“无论天气多么冷，大风
大雪，一想到家人相伴读书，
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