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飞速传播的当今社
会，手机已经成为集娱乐、社
交、学习、工作为一体的信息
载体，也成为每个人生活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享受手机
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正在
接受着手机给我们带来的诸多
方面的负面影响。

据一项调查显示，近几年
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每天使用手
机超过5小时，一些老年人使
用手机的时间也在逐年增加。
那么，你每天使用手机多长时
间？

无节制“屏幕时间”带来
的不良生理和心理影响，已成

为当今社会一个不可小视的问
题。前不久，《人民日报》发
布了一个手机屏幕使用时间测
试表。根据屏幕使用时间长
短，手机使用者分为八级。其
中，五级使用者，已是行走的
网吧，屏幕使用时间超过4小
时，吃饭聚餐不过是换个地方
玩手机，一天 24 小时，除了
洗澡外，机不离手，走路低
头。到了八级，屏幕使用时间
超过十小时，滴着眼药水也要
玩手机。医生叮嘱少玩手机，
于是转头买个ipad……

即便手机驱散了你的寂
寞，给你营造了繁华热闹的假

象，在关上手机的刹那，你仍
然头脑空空。有人说，如果超
过 20 分钟不看一眼手机，好
像生活中错过了什么东西，甚
至感觉魂儿都丢了。就在这些
不经意间，手机偷走了你大量
时间。最主要的是，你的视力
还在快速下降。

与手机来一场断舍离吧！
让 手 机 回 归 通 讯 的 本

质，回到家把它放置一旁，
能不用尽量不用，去陪陪白
发渐生的父母、一天天长大
的孩子；制定切实可行的计
划，读书、锻炼，减少对手
机阅读的依赖；取关那些你

并不经常看的公众号，卸载
不 常 用 的 App， 让 手 机 轻
松，也让自己轻松……

管理“屏幕时间”已是
生活的必修课，如果任凭沉
溺于“屏幕时间”的惯性，
最终使我们的视力受损，缺
乏了思考的能力，还降低了
交流欲望。远离了手机一段
时间后，你也许会惊奇地发
现，找回内心的宁静，时间
也会慢慢走近你。

断舍离断舍离 管理好管理好你的你的““屏屏幕时间幕时间””
□□ 曹 杰

货运南北

沧州因运河而生，因运
河而繁衍，兴盛。流淌千年
的大运河，见证了这片土地
的历史变迁，也留下了不少
历史的印迹。据了解，我市
大运河出土文物达数百件，
仅在沧州博物馆大运河文化
展厅，就有 160 余件文物展
出。

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多集
中在码头附近，或为装卸货物
时不慎掉落。有考古发现，也
有村民捐赠。沧州博物馆大运
河文化展厅内，以大运河的历
史沿革和发展为主线，用文字
和文物来串联大运河的发展与
魅力。随着一件件文物映入眼
帘，当时运河码头的热闹景
象，以及两岸风土人情，轮廓
逐渐清晰。

有河流就会有船，千百年
来，不幸沉睡在大运河底的船
只也不少。仅2006年，在沧州
段运河内就发现沉船点 27处，
均在现河道内，多数是运输瓷
器、食盐、油、粮食等的载重
货船。年代从宋、金到民国，
其中元、明两个时期的较多。

“保留下来的文物多为瓷器。
产地来自全国各个窑口。南方
的、本地的，种类丰富。”沧
州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郑
志利说，当时的大运河当真是
货运南北。这些文物的出土，
反映出大运河的开通给沧州带
来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繁荣，让
沧州历史发展的文物佐证链条
更加完善。

东光沉船

参与众多考古活动，最令
郑志利兴奋的，还是20多年前
在东光码头发现的金代沉船，

“量大、完整、考古价值高。
在省内都算重大考古发现。”
郑志利说。

时间回溯到 1998 年 5 月，
当时，原沧州文物处工作人员
卢合廷回老家东光时，听说有
人在码头村运河里挖到“宝”
了，他打听出地址赶紧去察
看，于是，揭开了这艘金代沉
船的面纱。

那时的大运河尚未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常年干
涸，被挖现象严重。“一眼望
去，河道里大圈套小圈，都是
坑。”郑志利说。

原沧州文物处与东光县文
保所组成 6人小组，迅速展开
了抢救性挖掘工作。船体掩埋
在地下两米半左右，每揭开一
片文化层，都会给考古人员带
来惊喜。古代的耳勺、牙刷、
手术刀等小物件不时蹦出。

当时挖掘条件不太好，暴
雨，塌方。挖掘小组租借了附
近工地上的脚手架用来支撑。
每天都在泥水里打滚儿的 6
人，却兴奋异常。“每天都有
文物出土，这种考古工作可遇
不可求啊！”郑志利说。

白天挖掘，晚上轮流值
班。值班人员起先是在面包车
上守夜，后来干脆搭建起帐
篷。拍照、绘图、编号，打包
运回文物处库房，这是出土文
物的每日流程。挖掘工作持续

一周多，出土相对完整的文物
100 余件，文物标本有 20 多
箱。修复后的钧窑青釉紫斑大
碗等，如今安静陈列在沧州博
物馆展厅内。

“起初以为是宋代沉船，后
经专家鉴定是金代。运河出土的
一系列文物，不仅反映出当时的
瓷器制造技术，也展现出运河经
济繁荣的风貌。”郑志利说。

“零碎”淘宝

说起意外收获，郑志利想
起了那件残缺的青花龙纹盘。

1997年，沧州到任丘的输
油管道建设，要经过西花园。
附近有宋代遗址需保护，文保
所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在管道
经过处进行保护性挖掘，确定
没有文物后再施工。

挖掘过程中，有取土的村
民发现瓷片。郑志利马上开始
沿河道寻找。“我家红薯地里
可多这种碎片了。”附近的一
位老人说。“在红薯地里扒拉
了 3个多小时，扒出的碎片基
本上是一个龙纹盘的，虽有缺
憾 ， 经 修 复 后 也 摆 在 了 展
厅。”郑志利说。

在沧州博物馆里，陈列着
一批元代瓷器残片，上面写有

“丰城馆”字样，是在新华桥
东出土，“丰城馆应该是当时
类似客栈的馆驿，证实了当时
运河沿岸服务业的发达。”郑
志利说。

沧州博物馆大运河文化展
厅入口处摆放的第一件文物，出
土于运河西岸（现市中心医院位
置）。一眼望去，3个不起眼的

罐子，却是一千多年前隋朝的青
釉四系罐。当时的中心医院正在
建外科大楼。一名施工人员打来
电话，说发现了文物。

等文保所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时，文物就在施工单位办公
室桌子底下放着，经鉴定为三
级文物。

说起那些淘回的“零碎”
文物，郑志利很感慨。以前，

“挖宝”现象严重，有的村民
甚至靠“挖宝”盖房子。现
在，大运河成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沉睡的文物有了安
全保障。“文物是历史的见
证，而考古是文物保护的一种
方式。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
需要不断发掘与保护。”郑志
利说。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人物简介：赵振

亚 （1912-1942）， 又

名 赵 振 谦 ， 男 ， 汉

族，石家庄无极县泊

头村人。

1932 年，考入无

极县乡村师范。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 年先后在贾

家庄、东阳村任教。

1936 年夏，考入

南京陆军军官学校，

1937 年 春 ， 返 回 无

极。先后担任无极县

抗日自卫队第 1 营副

营长、冀中抗日人民

自卫军第5团第2营营

长。

1942 年 6 月 21

日，赵振亚率领部队

去 津 浦 路 东 执 行 任

务，同敌人遭遇，在

盐 山 县 境 内 以 身 殉

国，时年仅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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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
着一位为了保护战友英勇献身的烈士
——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 8 军
分区 23 团团长赵振亚。他因在战斗中负
伤，声带严重损伤，说话嘶哑，留下了

“哑巴团长”的外号。他所在的团被群众
誉为“钢铁团”，他又是一位“钢铁团
长”。

少年许革命

赵振亚，又名赵振谦，石家庄无极
县泊头村人，1912 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
农民家庭，因受地主的盘剥，土地折价
抵债，房屋全部卖光，全家人生活无着
落，被迫投靠外祖母家寄居多年。因此
赵振亚幼小的心灵便感受到了社会的不
平等。

1932 年，赵振亚在亲戚的资助下，
考入无极县乡村师范。在学校里，赵振
亚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才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
负。这年秋天，赵振亚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参加了以抗日救亡和反对旧学制
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

乡师毕业后，赵振亚先后到贾家
庄、东阳小学任教。在这一带从事宣传
革命思想和发展组织工作。

1936 年夏，遵照党组织的指示，赵
振亚和无极几位年轻人考入南京陆军军
官学校。在学习中，赵振亚刻苦认真，
刺杀、投弹、爆破样样精通，枪法百发
百中。

1937 年春，赵振亚放弃了国民党政
府给他月薪 200 银元的优厚待遇，按原
定计划，带领几名同学，毅然返回无
极，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投笔从戎去

1937 年 10 月，无极县人民抗日自卫
队成立，不久，改编为晋察冀抗日义勇
军第 5 支队，赵振亚担任第 1 营副营长。
他带领队伍转战藁城、深泽、定县一
带，收编了各地大刀会、便衣队等地方
武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1938 年 1 月 30 日，晋察冀抗日义勇
军第 5 支队和驻深泽冀中人民自卫军部
分队伍合编为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第 5
团，赵振亚任第 2营营长。

1938 年 12 月的一天，敌军进犯深
泽，赵振亚奉命阻击。他率领 1 个营的
兵力，在敌人必经之地赵八庄，选择有
利地形，修筑工事，设下埋伏。

48 辆满载敌军的汽车驶进埋伏圈，
赵振亚一声令下，步枪、机枪齐吼，手
榴弹轰响，顷刻间，鬼子前面的几辆汽
车趴了窝，动弹不得。

后面的敌军发现中了埋伏，见势不
妙，掉转车头夺路而逃。赵振亚果断指
挥，抄近路迅速赶到赵八庄村西隐蔽。
很快，敌军车队再次进入战士们的射程
之内，又是一阵猛烈射击，前面几辆汽
车爆炸起火，堵塞了前去的道路。敌军
被迫以汽车为掩护，凭借优势武器装备
疯狂顽抗，许多战士英勇牺牲。

关键时刻，赵振亚从战壕里一跃而
起，高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端
着明晃晃的刺刀，同敌人展开了白刃
战。此次战斗，共击毙日军 100 多人，
击毁日军汽车 5 辆。赵振亚在这次战斗
中，全身 19 处负伤，声带、喉管遭严重
损伤，说话嘶哑，被称为“哑巴团长”。

1940 年后，赵振亚任八路军第三纵
队兼冀中军区 23 团团长，率部驰骋于武
强、饶阳一带，23 团被群众誉为“钢铁
团”。

以血荐轩辕

1942 年 6 月 21 日，赵振亚率领部队
去津浦路东执行反“扫荡”任务，遭到
敌军强势兵力围攻，赵振亚指挥部队分
路突围。他带一个营的兵力边打边撤，
夜幕降临时，退到盐山县和沧县交界地
带的马圈子村，与敌军激战一夜。

赵振亚冷静指挥，率领战士们击退
了敌军一次又一次进攻。第二日清晨，
敌军调集来大批援军，凭借重武器掩
护，发动更加猛烈进攻。赵振亚果断指
挥部队转移，自己率领一个排断后。等
到大部分战士安全撤离阵地，赵振亚才
翻越寨墙转移，不幸腿部负伤，倒在墙
外的斜坡上。

这时，天已大亮，敌军发现赵振亚
受伤，狂喊：“捉活的！”战士们怎能忍

心团长落入敌人手里，返回来向斜坡上
冲击。敌军的枪声响起，前面的战士倒
下去，后面的战士继续向前冲。赵振亚
见此情景，不顾伤痛，艰难地扶着墙站
起来，沙哑着嗓子高喊：“快走！不要管
我！”

然而，战士们仍在往上冲。赵振亚
心急如焚，他横下心，再次喊道：“执行
我的命令，赶快转移！不要管我！”然后
高呼：“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
产党万岁！”手枪指向胸部，扣动了扳
机。

为了保护战友，同时也为了中华民
族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钢铁团长”赵
振亚献出了他年仅 30岁的年轻生命。

飘逸唯美的汉服，浓淡相
宜的妆容，一对杂技儿女“吴
哥”“桥妹”，凌空而起，翻转
穿梭，一边端庄优雅，一边惊
险刺激…… 清明小长假，吴桥
杂技大世界景区内，一部威亚
实景剧 《江湖情缘》 全新上
演，成为继《江湖》之后又一
部令人震撼的实景剧，再续了
吴桥杂技故事。

“江湖行、江湖梦，莫与江
湖论英雄，人间总痴情，让我
们与美丽的公主一起穿越江
湖，感受吴桥儿女薪火相传、
侠义人生的传奇篇章，一起共

赴江湖之约……”该剧讲述了
古代公主沿运河南下游历至吴
桥县，在欣赏了众多杂技绝技
绝活之后，也见证了一对杂技
儿女江湖相别不相忘的爱情故
事。表演现场，“吴哥”“桥
妹”身着飘逸唯美的汉服，在
80余米的威亚线上腾云驾雾般
翻转穿梭，惊险刺激。

据了解，吴桥杂技大世界
景区为适应新时期旅游市场需
求，以吴桥县委、县政府“杂
技兴县”和“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战略部署为统领，新增

“威亚飞天秀”旅游项目，自运

营以来，深得游客青睐，成为
景区“网红打卡地”。

清明小长假期间，为进一步
提升游客参与性和娱乐功能，景
区对这个旅游项目进行了全新改
版升级，加入了舞美、音乐、汉
服秀等元素，推出了威亚实景剧
《江湖情缘》。 表演结束，游客
还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模
仿“吴哥”“桥妹”身穿飘逸的
汉服，快乐起飞，体验一把穿越
江湖、共赴江湖之约的精彩。据
悉，小长假后，该剧将在吴桥杂
技大世界景区内实现常态化演
出。

“沉睡 3000年，一醒惊天下。”前段
时间，“三星堆”出土文物刷屏了，线上
线下，考古和文物成为热门话题。流淌
千年的大运河，沧州段出土的数百件文
物，最近也成为不少沧州网友的分享内
容。在考古圈摸爬滚打近 30年的沧州文
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郑志利，也回忆
起了与大运河文物的不解情缘。

《《江江湖情湖情缘缘》》上上演演 再续吴桥杂技故事再续吴桥杂技故事
□□ 窦松尚 赵宝梅 摄影报道

““钢铁团长钢铁团长””
赵振亚赵振亚

□□ 本报记者 尹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