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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刘佳 刘红艳
记者李佳芳）“闺女，给大娘看
看，恢复得咋样？”近日，南皮县
潞灌镇西唐家务村的王大娘去镇卫
生院找医生蔡玮复查。蔡玮是南皮
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潞灌镇
人，被派到潞灌卫生院长期坐诊、
查房。

鼓励优秀医护人员回乡工作，
是南皮县人民医院助力乡村医疗建

设的新探索。为了破解“县级医院
一床难求，乡镇卫生院门庭冷落”
难题，自 2018年起，南皮县人民医
院与大浪淀和潞灌卫生院建立紧密
型医共体，派县城专家回乡镇坐
诊，促进人才下沉、资源下沉。

南皮县人民医院为了让好医护
“留下”成为现实，明确了“派驻
成员单位执行院长、医师，在平均
绩效、奖金基础上提高 5%至 10%

的比例作为绩效奖励；按照下乡年
限给予下乡补助，且职称评定、职
级晋升等优先考虑；返聘医护人
员，上调返聘工资 5%至 10%，按
照下乡年限给予下乡补助”等政
策，充分调动县级医护人员的下乡
积极性。

不仅如此，南皮县人民医院还
先后向两所乡镇卫生院投资 520余
万元，添置了一系列医疗设备，为

基层首诊和向下转诊提供设备保
障。成员单位之间数据共享，结果
互认，避免了重复检查，节省了患
者就医费用和县内的医保支出。

“医共体”的建设，让百姓得到
了实惠。到潞灌卫生院看病的王大
娘，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如果到县
城医院，她要先骑电动车到凤翔客
运站，然后再搭客车，来回得 3个
多小时。再算上拿号、等号、看

病，得花一天工夫。现在，她到镇
卫生院看病只用了十几分钟。“俺拍
了片，做了心电图，没有太大毛
病，但还需要复查。”王大娘说，如
今在镇里就能让专家看病，真是太
好了。

截至目前，南皮县人民医院已
经向乡镇派驻医护人员 100 余人
次，实现多次轮岗，诊治病人 9400
余人次。

“我妈已经不喜欢穿买的衣服了，
都自己做，昨天又做了一身。”前些
天，邻居张雅琳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视
频。视频中，她的母亲穿着一身自己缝
制的新衣服——小西装配阔腿裤，芭蕉
叶印花的布料垂感和质感都很好。衣服
看上去合身又时尚，引来很多人点赞。
张雅琳说，这身衣服的布料是母亲在网
上买的，才60块钱。

张雅琳的母亲叫孙秀花，今年 59
岁。孙秀花做得一手好缝纫活儿，人又
热情，常帮着邻居们做衣服。渐渐地，
她成了运河区嘉禾一方小区“姥姥奶奶
圈”的大红人，年轻人也都认识她，亲
切地喊她孙姨。在孙秀花的带动下，小
区的居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做衣服的潮
流。

因为兄弟姐妹多，孙秀花没有上过
学，但自学认识了不少字。年轻时，为
了补贴家用，她当了裁缝，一做就是几
十年。2012年，张雅琳生孩子后，孙
秀花就来沧州帮忙带孩子。

“孩子们长得快，你们没必要买那
么贵的衣服，不如我给他们做。”孙秀
花常对女儿说，自己买好的布料，可着
身材做，比买的衣服舒服。

刚开始，缝纫机留在老家南皮。孙
秀花抽空就到市区一中前街淘布头。每
次回南皮，她都会带回去很多布——给
孩子做，给自己做，给老人做，她把自
己对家人的爱缝进衣服中。2018 年，
因为女儿生了二宝，孙秀花干脆让女婿
把缝纫机给拉到了沧州。

孙秀花不光手巧，做的活细致，还
紧跟时尚潮流。夏天的时候，她常穿着
不同花色款式的长裙在小区遛娃儿。大
家看着裙子漂亮，都问她在哪里买的。
每当这时，孙秀花总是自豪地说：“我
自己做的，没花几个钱。”孙秀花还常
和小区里几位奶奶姥姥一起跳舞，为了
跳起来更好看，她们一起去一中前街买
来红丝绒的布料，由孙秀花“操刀”，
给每人做了一条长裙。

在电视、抖音、快手上看到新款
式，孙秀花总能自己制版做出来。流行
插肩卫衣，她就给外孙们一人做了一
件。一位邻居看中一条几百块钱的阔腿
裤，孙秀花说：“你买块布，我给你
做，绝对花不了 100块钱。”后来，那
位邻居真拿着布料来找她给做了条同款
裤子，穿出去后，大家都说跟商场买的
一样。

奶奶姥姥们看孙秀花做的衣服好
看，也想找她做，但不知道怎么挑布
头。孙秀花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挑选，什
么布料做成什么款式、适合什么样的身
材，她都给出中肯的意见，回来再帮大
家测量制作。

孙秀花还擅长把旧衣物改成新款
式。女儿穿的旧牛仔裤，经她一改，就
成了一条时尚的儿童背带裤；一件成人
大衣，她给剪几刀，再缝一下，就成了
孩子的斗篷；孩子用小的被单、小褥
子，她裁剪缝制后，就成了马甲、家居
服……

没事的时候，孙秀花喜欢看直播，
发现好布料就果断下单。“不管是帮别
人做衣服还是给自己做，我妈都觉得开
心，有成就感。她喜欢就好，我们现在
都支持她。”张雅琳说，在母亲的影响
下，自己也喜欢淘布料了。小区里一些
老人也说，要和孙秀花一起做时髦的姥
姥奶奶。

在沧州市区北郊的一
个村庄，有一对双胞胎兄
弟。小哥儿俩父母早年离
婚，母亲离开了他们，父
亲精神失常，生活特别困
难 。 是 博 爱 人 生 志 愿 者

“蓝颜”像爸爸一样照顾他
们，才使得双胞胎兄弟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

事情还得从 2016 年夏
天说起。一次访问中，“蓝
颜”看到双胞胎兄弟家里两
间房子破败不堪，小哥儿俩
与腿有残疾的爷爷生活在村
西头的一间小板房里。虽然
有低保，但一家人的生活依
然非常艰苦。于是，“蓝颜”
决定伸出援手，每月定期给
孩子生活费，买衣服、鞋子
和学习用品。多年如一日，
在生活学习上照顾他们。

在“蓝颜”的关爱下，
小哥儿俩努力学习，考入了
沧 州 市 第 二 中 学 。 2019
年，哥儿俩高考，报考志愿
也是“蓝颜”帮孩子决定
的：报考河北公安警察职业
学院。最终两个孩子都被成
功录取。“在学院里，孩子
的吃穿不用发愁了，而且毕
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解决家
里 的 困 难 ， 不 再 过 苦 日
子。”“蓝颜”说。孩子入学
后，“蓝颜”增加了对两兄
弟的补贴，每个月定期给两
孩子打1000元的生活费。

寒暑假期间，哥儿俩在
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市中心
医院的餐厅勤工俭学，补贴
家用。哥儿俩的礼貌和勤劳
同样赢得了餐厅叔叔阿姨和
医护人员的喜欢。“蓝颜”
说，两个孩子在学院表现也
非常出色，都是班干部，都
获得了奖学金，而且都是入
党积极分子。

“明年他们哥儿俩警校
毕业，就能参加工作了。”

“蓝颜”说。让“蓝颜”高
兴的不只这一件事——兄弟
俩的父亲病情已经明显好
转，两间旧房也列入了拆迁
范围，这家人的好日子就要
到来了。

大妈大妈爱时尚爱时尚
引领制衣潮引领制衣潮
胡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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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世峰 1863372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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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力 1821115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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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老年老年健身健身健身队队队
舞出乐与美舞出乐与美舞出乐与美
本报记者 孙 杰 本报通讯员 孙淑娟

姜容樵(1892-1973年)，原名先
杰，字光武，沧州城东八里屯人。
姜容樵出身武术世家，曾祖父姜廷
举为秘宗拳大师。姜容樵幼时读私
塾并从叔父德泰(武进士）、姑夫陈
玉山习练“铁腿”，得传行侠暗器
等，10多岁便与叔父挟技走天下。
1909年，他投师张占魁专习形意、
八卦拳术。

1911年，姜容樵在津浦铁路局
任职员期间，始授武技，后在江苏

省第十中学任教。他在上海与李芳
辰、徐静仁诸先生各捐私资创办尚
武进德会，他自任会长。在传播武
技的同时，还致力于编撰出版尚武
丛书，出版 《当代武侠奇人传》
(12册）。

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姜
容樵应聘任编审处处长，主编《国
术周刊》《国术旬刊》和《国术统
一月刊》，并教授拳械。1937年，
姜容樵与徐志一、马步周于沪组建

“健康实验社”，主张“国术强身，
以技击敌”，深研拳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姜容樵
离馆赴皖南任教数年，担任文学、
历史讲师。同时，他收徒传授武
技，并送子参加新四军。后来，他

定居上海，致力于整理旧文、撰述
新著。1953年，他应邀任全国民族
形式体育表演大会武术总裁判。
1955年，姜容樵因病双目失明，仍
口述手划授徒传艺，曾应上海市体
育宫邀请，由学生搀扶，上场表演
八卦掌。

姜容樵研习武术，终日不倦，
著作颇丰。著有《八卦掌》《形意母
拳》《形意杂式捶八式拳合刊》《太
极拳术讲义》《秘宗拳》《太师虎尾
鞭》《太师水磨鞭》《鞭枪大战》《昆
吾剑》《青萍剑》《少林棍法》《八卦
奇门枪》以及《当代武人奇侠传》
等 28部，为武术文化遗产的发掘、
继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姜容樵一生热心、从事、倡导

武术，文武兼通，为挖掘整理、继
承发扬祖国的民族文化瑰宝而鞠躬
尽瘁。他实践了自己的身前诺言：

“在提倡武术，发掘整理武术事业
上，我要不遗余力，只要一息尚
存，努力不已。”

曹广欣 周 娜 整理

姜容樵姜容樵：：致力于挖掘武术文化遗产致力于挖掘武术文化遗产

建设武术文化名城
擦亮武术之乡名片

在沧州市名人植物园，活跃着
这样一群老人——男士衬衣西裤打
领带、女士红黄长裙随风摆，伴着
悠扬的旋律快乐舞蹈。他们来自

“名人健身队”，平时在那里表演交
谊舞。

组建“名人健身队”

发起人张跃奎家住运河区棉纺
社区，今年70岁，之前从事教育工
作。2011年，退休后的张跃奎想做
点健身活动。他从网上找到了适合
中老年人的“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
操”，每天早晚到名人植物园练习。
公园里无法播放视频，张跃奎就让
儿女帮他把视频下载下来，然后再
把视频转化成音频。

看见张跃奎练得起劲，有感兴
趣的老人会停下来看看、聊聊或者
跟着活动几下。没几天工夫，就有
六七位老人每天固定跟着练。渐渐
地，练健身操的人越来越多。

2012年，固定练习的人员达到
了 100人。“咱组个队儿吧！”大家
纷纷提议。教师出身的张跃奎做起
事来十分认真，他写了一份报告，

把健身队的成员、活动时间、活动
内容等写得清清楚楚。他拿着报告
来到相关部门，得到了审批。就这
样，2012年 5月 1日，健身队正式
成立，因为每天在名人植物园锻
炼，就叫“名人健身队”。

“大家庭”里故事多

“公园附近小李庄、大王庄的村
民来锻炼时还给我带菜，我的电动
车里常年有他们摘的新鲜菜。”张跃
奎说，大家聚在一起锻炼，收获着
快乐和健康，相处得就像一家人。
健身队成员基本都是老人，经常有
得病住院的。张跃奎只要知道了，
都会买上东西去看望。

刘大爷和李大爷是邻居，早些
年闹了点矛盾，平时见面互不理
睬。两人凑巧都在健身队锻炼，张
跃奎得知此事后，多次给两人说
和，还让他俩合作演出。现在，俩
人矛盾化解了，老远见面就打招
呼。

还有一次锻炼完后，张跃奎照
例收拾东西离开。“那天，我出来就
看见道中间有个东西闪闪发光，走

进一看是个大金镯子。”因为当时天
还没大亮，周围没什么人，肯定是
健身队成员掉的。张跃奎把捡到金
镯子的事儿发到健身群里，让丢的
人找他认领。失主是赵庄子北队的
赵秀娥，她拿到自己丢失的金镯
子，连连向张跃奎致谢。

“健身队可帮了我大忙了。”刘
大姐说。原来，她的老伴儿老杨退
休后，下午打麻将，晚上喝酒，第
二天又睡到中午。刘大姐多次劝说
无果。张跃奎了解到，老杨年轻时
也跳过交谊舞，就请他跟大家一块
跳舞。起初，老杨万般拒绝。

“你来看看上百个同龄人在一块
跳是什么样，试一试。”结果，跳了
不到一个月，老杨就跳舞上了瘾，
主动戒了酒。

携手登上大舞台

2014年，健身队成员超过 700
人。张跃奎想让健身队得到更规范
的管理，让老人们的技能更上一层
楼。于是，他找到了棉纺社区党委
书记孙淑娟。多次商量后，大家决
定把成员按兴趣和特长进行分组，
组成几个表演队。棉纺社区特意购
置了鼓、锣、镲，服装、头饰等，
分出来一支秧歌队，交谊舞队、广
场舞队、歌咏队等也陆续建立起
来。为了提升表演水平，孙淑娟还
经常从运河区文化馆请来老师，给
队员们做指导。

“名人健身队”积极参加各地的
演出、慰问活动，登上了更广阔的
舞台。秧歌队每年春节、元宵节期
间，都深入社区、乡村进行慰问演
出。2015年8月，“名人健身队”自
己举办了 800多人参加的“全民健
身日活动展演”。2017年9月，他们
在沧州市体育局举办的“魅力沧州

广场舞大赛”中获得优秀奖。
2018年 1月，中国 99广场舞协

会找到张跃奎，想让他率队到香港
参加广场舞比赛。这是一个为期 8
天的民间协会交流活动。“我身边朋
友劝我不要去，带那么多老人出远
门可不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大伙
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经过再三
斟酌，张跃奎还是决定带这些老伙
伴们出去转转。最后，“名人健身
队”在香港参加了全国中老年舞蹈
联盟，并在广场舞大赛中获得了最
佳魅力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名人健身队”准备编排一场别
具特色的文艺演出。退休不退场，
这些老人们正用他们的方式，活出
精彩、舞出健康。

快乐舞蹈快乐舞蹈

张跃奎张跃奎（（右一右一））和老伴儿率队参加表演和老伴儿率队参加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