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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对沧州地区的革
命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0年 10月上旬，天津社会主义青年
团成立。1922年 10月，受天津社会主义青
年团组织派遣，回族青年刘格平回到家乡沧
县大堤东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宣传马
克思主义，创建团组织。

大堤东村回族青年刘子芳和同族青年刘
景泉，为生活所迫，领头组织了“穷人盐帮
队”，冒险贩运私盐。为对付官府的阻截，
他们购置了武器，成立了近 20 人的手枪
队，刘景泉任队长。刘格平以盐帮队和手枪
队的青年们为目标，经常到他们聚会的地方
宣传革命，倾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探讨人
生的道路，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苏
俄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控诉地主的压迫剥削
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及少数民族的深重灾
难。

刘格平经常与刘子芳、刘景泉谈心，介
绍《新青年》杂志中的文章，启发他们的觉
悟。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和了解的基础上，刘格平先后介绍刘子芳、

刘景泉及乐陵县杨马连村(今属盐山县)的王
俊峰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2月，刘格平在刘子芳家主持建
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堤东支部。刘子
芳任书记，王俊峰为宣传委员，刘景泉为组
织委员。这是沧州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支部，在沧州地区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团支部成立后，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秘
密发展青年团员。

一个月的时间，刘子芳、刘景泉在大堤
东、小堤东村发展了十几名进步回族青少年
入团。其中有学生，有手枪队员，还有长
工、佃户的子弟。1923年4月，刘格平通过
细致的工作，在沧县北小庄(今名正道村，
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发展了张义元、韩凤奎
等5人入团，并建立了团支部，张义元任团
支部书记。同年 10月，刘格平在盐山县王
帽圈村 (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建立了团小
组，组长吴瑞同。11 月，刘子芳在韩石
桥、杨石桥、王石桥、新县、挂甲林也都建
立了团小组。沧州团组织在东部得到进一步
发展。

刘格平在主持创建团组织的同时，还进

行了改造乡团、创建武装的尝试。1924年
春，经天津团组织批准，刘格平在其父刘恒
山组织的100多人的乡团中任军事教练。他
把一些青年团员和南京军校的一些同学安排
为乡团骨干，按照革命的要求，对团丁进行
政治、军事训练。同时，他利用一切场合，
向团丁讲解革命道理，灌输革命思想，试图
将“防匪保家”的乡团，改造成反帝反封建
的革命武装。此举引起反动当局的震惊，驻
孟村的奉系军阀以“乡团勾结直军，鼓动赤
化”为名，抓捕了刘格平兄弟，解散了乡
团。后其父刘恒山花钱，将刘格平兄弟赎
出。

1925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
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大堤东村一带已发展
到 10多个团支部和团小组，团员 50多人。
在此基础上，大堤东团支部改为共产主义青
年团大堤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子芳，宣传
委员王俊峰，组织委员刘景泉，青年委员马
田，统一领导这一带村庄团的组织。

沧州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为党组织的
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杨金丽 整理

吴桥杂技大世界的午后。“嗒嗒嗒
……”一只纤细的手握住铜錾在黑石板上轻
击疾走，细细密密的声音如音符跳跃。随着
铜錾起落的轻重缓急，刹那间，那黝黑的石
板灵动起来，散发无尽芳华。

这个握錾在石板上作画的女子叫方士
英，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前不久，她被授予

“全国优秀农民工之工匠精神美”称号、河
北省“最美农民工”称号。

只一眼，一生深陷其中

石影雕，顾名思义，就是雕刻在岩石上
的影像。创作者用金刚石为尖的钢 （铜、
铁）锥不断凿击花岗岩，黑色的石板上即留
下或白或灰、深浅不一、疏密不均的小点，
从而利用黑白明暗成像原理形成摄影效果。

方士英早年辍学，外出打工。第一次接
触石影雕艺术时，她便深深陷了进去。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51岁的方士英脸
上依然是深深的痴迷。黑白灰的画面，比照
片更立体、更有质感。而整幅画竟然是由无
数个大小不一、疏密不同的小点点组成。当
她得知这些“点”是用一种特别的“针”在
石头上敲击出来时，她被惊到了。无法想
象，仅靠一些细细密密的“点”，如何组成
一幅画；更无法想象，用这些“点”组成这
样一幅画，需要怎样的时间和精力。她无可

救药地爱上了这种神奇的艺术。
虽然一腔激情，真做起来才知道有多

难。做石影雕的材质是花岗岩，正常人握上
一天铜錾子也会酸痛不已，更何况还要用它
在石板上敲击。起初因为不知道怎么用力，
她练了整整一天后，手指又疼又肿，手腕也
几乎抬不起来。但爱了，就执着地走下去。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舍不得买花岗
岩板材，她就去买下脚料。一次，她捡到一
片人家装修扔掉的黑瓷砖，试了试，尽管噪
音太大，还会崩瓷，一不小心还有可能迸到
眼睛里。但她如获至宝，搜罗了一些，成了
她最好的“练习板”。方士英反复揣摩经典
石影雕作品，反复练习，无数次失败，无数
次重新开始，技艺一点点精进。

一幅画，需经上亿次敲击

每一幅完整的影雕作品，都需经过上亿
次的敲凿，凿点的深浅粗细都需要用腕力来
调节，而凿点的位置与疏密程度对眼力的要
求也十分严苛。雕制过程中，绝不允许出
错，因为不能擦拭涂改，错了，只能毁掉重
来，落笔的刹那，便是永恒。

方士英对石影雕的痴迷到了夜不能寐的
程度。她常常人睡下了，脑子里依然回放着
石影雕作品：哪一笔该怎么让画面更有层次
感，哪一处该如何让人物更灵动……只要坐
在石板前，手里握住那支沉甸甸的铜錾，她
便浑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做人物肖
像面部的时候，行话叫“开脸”，一旦开始
根本停不下来。“做完了额头就考虑鼻子，
做完了鼻子又开始考虑嘴巴，好奇心推着我
不断往前走，我感觉雕刻的人物也在期待着
能早点揭开面纱。”方士英这样描述自己的

创作过程。在做人物眼睛时，她几乎屏住呼
吸，生怕影响细节的刻画。当一双眼睛熠熠
生辉、一张脸纤毫毕现，尽管浑身酸痛，看
到石板上的作品正是自己心中的样子，她乐
在其中：“那种感觉特别好！”

守之传之，是她的使命

每当夜深人静，方士英喜欢把所有的灯
开到最亮，与自己的作品对视。她的作品
《开国大典》真实再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而
作品《大运河》更是生动展示了大运河沧州
段与清风楼遥相辉映的静谧。2020年春天新
冠疫情暴发，她创作了一幅钟南山院士的画
像。在主图背后是一个医护人员的背影作背
景。她反复揣摩那个背影上用什么图案，作
品完成，为命名的事又向多个朋友求助。“我
没有读过多少书。”她总是有些羞赧地说。

2011年，方士英受邀随河北省文化交
流团赴加拿大渥太华参加郁金香艺术节。她
决定为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哈珀做一幅肖像作
品。出发前，她创作完成了哈珀的面部，其
余没有完成的部分是在艺术节现场制作的。
独特的创作方式吸引了众多观众围观，外国
友人对这样精湛的中国艺术啧啧称奇。

多年的坚守，带给方士英更多的是沉静
和安宁，是在世俗的喧嚣中独守一隅的厚
重。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手工创作在现代
器械面前几乎全军覆没。石影雕也难以幸
免。这让方士英很难过。她特意买了几幅机
器制作的石影雕作品，与她的同题材作品摆
在一起，对每个来工作室的人细细讲解。“老
祖宗留下的珍宝濒临失传了。”她一直觉得，
这么美的东西，让她遇之、得之，是她今生
之幸，守之、传之，则是她的使命。

翻开手机，看着孩子们一张张从小到大
的照片，李国荣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10
年前，当这些孩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为
学费犯愁时，是李国荣和“绿色助学NGO”
组织的到来，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愁。

李国荣是泊头市四营乡政府工作人员。
20多年来，在他的奔波联络下，热心人士援
手，154位寒门学子走进了大学校园。这些
困难家庭的孩子们，大学毕业后，投身各个
行业，为祖国建设贡献着才智和力量。

他感叹：能改变这么多孩子的命运，这
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一个简单想法促成爱心事业

20多年前，中国还有不少贫困县、贫困
村、贫困家庭，沧州也不例外。一些寒门学
子考上大学后，因为筹措不齐学费，不得不
与大学失之交臂。

2000年，李国荣老家泊头市四营乡四营
村有个孩子考上了北师大。接到录取通知
书，一家人抱头痛哭：几千元钱的学费凑不
齐呀……李国荣找到《沧州日报》，在媒体的
呼吁下，热心人援手以助，男孩儿走进了大
学校门。

从那以后，李国荣多了一份责任：只要
看到生活贫困的孩子上学遇到困难，他就帮
着呼吁，让孩子们上得起学。

一晃10年过去了。孩子们大学毕业，走
向了社会。他却发现，孩子们虽然学业优
秀，却在成长和生活中出现各种问题。他开
始思考，原来那种只提供资金的助学形式该
变一变了。

2010年，李国荣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联合成立了“绿色助学NGO”，专门资助沧
州区域的贫寒大学生。

“我们的营运形式其实很简单。每年，
我先请爱心人士报出他们的助学金额，根据
这些钱，我再去逐户落实当年考上大学的
寒门学子。之后，会举办一个助学仪式，
让爱心人士当面把钱交给孩子们。第二年，
还是如此。不同的是，我们采用循环资助的
形式，今年企业家 A救助了学生 A1，到了
第二年，A就去救助 B1，而A1的救助人换
成了 B或 C……这种救助形式，也是我们长
年摸索出来的。我们不想给孩子造成心理压
力，也不给资助人以道德绑架，他们之间互
不联系，让助学行为更加纯粹。”李国荣介
绍。

他是执行人，事实上，搭建爱心人士与
受助学生联系桥梁的，是他；跟孩子们联系
最多、奔波最多的，还是他。

总能在孩子们最需要时出现

成立这个组织之初，李国荣就定下两条
规矩：一、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关注孩子们
的成长。二、从资助人到执行人都用化名。

很长一段时间，孩子们只知道，来家访
的叔叔、帮助联系助学金的叔叔、到学校看
望他们的叔叔姓李，并不知道李国荣的名
字，大家都叫他“李叔”。

“李叔总能在我们最需要帮助时出现。”
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杨怡安说。

大三时，一名男同学向杨怡安发动爱情
攻势。她原本不打算谈恋爱，但身边同学大
多出双入对……杨怡安来自单亲家庭。父亲
出车祸后，母亲离他们而去。怡安从小和父
亲相依为命，但这种事又难以和父亲启齿。
千思万想，她给李叔打去了电话。

让杨怡安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李叔
就来了，还带了一大包吃的用的。李叔和她
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对话，这让杨怡安的心一
下子稳定下来。她郑重地说：“李叔，谢谢
您，让我对爱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会做
出正确的选择。”

还有一个孩子，因涉世不深，被校园贷
诈骗了 2万多元。这对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
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当她哭着打来电
后，李国荣说：“必须尽快把这 2万块钱还
上。你自己能拿多少钱？剩下的我来想办
法！”

这部分钱，李国荣是从毕业大学生爱心
基金里借给女孩儿的。他说：“孩子遇到沟沟
坎坎，该帮必须帮。让她还钱，就是为了让
她明白，做错事必须担责。”

成立至今，他们资助了 154人，辐射沧
州 11个县市区，受助学生遍布全国 85所大
学。其中，985大学 17所，211大学 34所，
90多人已走上了工作岗位。

“不敢说这些大学都去过，但去过的学校
不少。”李国荣说，这些孩子有的是孤儿、单
亲，有的来自残疾、重病、意外等五类家
庭。他们非常自律，学业优秀。但在与人相
处、面对社会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
问题。每次助学活动上，他都公开自己的电
话：“我的手机 24小时开机，遇到事了，一
定给我打电话！”

深夜里，他接到过孩子们急切的电话。
其中，多是无助和绝望。他像父亲一样挺身
而出，守护着孩子们成长中的秘密，匡正着
他们前进路上的航向。

孩子们称他“史上最强爹”

那个女孩儿的不幸发生在结婚后。大学
毕业后，女孩儿在北京打工，是白领。本来
一切顺风顺水，她却走进了一桩错误的婚
姻，进而辞职、生子，过上了全职母亲的日
子。再回首，一切都完了。

当她铁了心要离婚时，多次劝她慎重选
择婚姻的李国荣无语了。他不知道，到底是
该鼓励她改变不幸的命运，还是让她为两个
幼小的孩子着想……这些孩子，虽然长大
了、工作了，心理还不够成熟，人生路上，
还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原本对孩子们有些严肃的李国荣，变得
慈爱了。他更愿意获得孩子们的信任，和他
们敞开心扉。这样，孩子们有了心事，才愿
意和他说。

“如果恋爱了，一定告诉我，我来给你们
把把关。”他告诉孩子们，婚姻，是人生非常
重要的一步。

每次想起去武汉见张欣然的男朋友，李
国荣都会暗暗发笑。那一次，小伙子紧张得
满脸冒汗，比见家长还紧张。事先，张欣然
已经告诉小伙子：“我出身贫寒，父母是农
民。你接纳我，就必须接纳我的家庭，还要
过李叔这一关……”

男朋友是欣然大学同学，知识分子家庭
出身。二人结婚后非常幸福。

也有婚后闹矛盾的家庭。这时候，李国
荣就开着车，专门去看一趟“闺女”。进了
门，挽起袖子做饭。开饭时，会告诉“闺
女”和“姑爷”，工作忙要补钙，多喝小米粥
对脾胃好，还要多吃蔬菜补充维生素……家
长里短，有爱，也有劝导，一顿饭，消弭了
日子里的隔阂和不快。

采访进行中，李国荣的手机响了。“李
叔，今年 6月份我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您一
定来呀，做我们的主婚人！”电话那边的声
音，清脆而愉快。

“肯定要去呀……”李国荣满面春风。
他开心地介绍，是在杭州工作的受助女

孩儿要结婚了。说着，翻出当年他去女孩儿
家家访时拍的照片：白墙上，贴满奖状，短
发女孩儿戴着眼镜，满脸青涩。再翻出一
张，是女孩儿的近照。一袭红裙，长发飘
飘，端庄而自信。

为了能和孩子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
些年，李国荣买了很多书，天天都在学习。
他信奉“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也要变得优
秀起来”。助学，到最后变成了提高自己。

这种提高，不仅是知识上的提升，更是
精神层次的追求。

微信上，他们有时会畅谈人生。有一
次，李国荣有感而发：“叔叔已年过五十，深
深感到物质财富都是身外之物，唯有亲情才
是最温暖的。”一个孩子说：“您是最富有
的，100多个儿女，还都那么优秀！是不是
很骄傲呀，史上最强爹！”接着，是孩子们一
屏屏的接龙：“史上最强爹”……

这是第一次听孩子们叫爹，李国荣的眼
睛湿润了。

李国荣总是说，特别感谢背后提供助学
资金的爱心人士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
地，有的连面都没见过。他必须做好这件
事，才不负这份信任。

毕业的大学生们有了能力，也成立了一
个爱心基金。他们忘不了曾经的相助，也愿
意用这种方式，把爱传递下去。

（文中寒门学子均为化名）

沧州第一个团支沧州第一个团支部部：：

大堤东村团大堤东村团支支部部

方士方士英英
““绣绣””石影的全国优秀农民工石影的全国优秀农民工

纪 梅 齐斐斐

李国荣，热心助学20多年，“绿色助学NGO”执行人，帮助154
名沧州贫寒学子上大学。他不仅联系热心人士为孩子们提供学
费，还像父亲般关爱着孩子们的每一步成长

““李叔李叔””和和154154名贫困大学生名贫困大学生
本报记者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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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23年年，，沧州第一个团支部所在地沧州第一个团支部所在地———大堤东村刘子芳故居—大堤东村刘子芳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