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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齐斐斐 张威） 4
月 4日，渤海新区南大港湿地
发现 5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
生丹顶鹤，距上次在南大港湿
地发现丹顶鹤，已有10年。这
次丹顶鹤重现南大港湿地，令
人们惊喜不已。

当日上午 10时，南大港摄
影师刘振举在南大港湿地拍鸟
时，意外发现湿地保护区浅滩
上有几只大鸟，他通过长镜头观
察发现大鸟原来是丹顶鹤，通
过照片可见丹顶鹤数量为5只。

丹顶鹤又名“仙鹤”，为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
型涉禽，列入《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多年未见的鹤类为何今年
重返南大港湿地？据湿地和鸟
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负责人刘
敬贤介绍，近年来，南大港产
业园区不断加强环境治理，通
过湿地生态修复、引蓄洁净水
源、保护区全封闭管理、鸟类
监测救治等一系列措施，加大
对湿地的保护力度，湿地生态
环境不断优化，吸引了大批珍
稀候鸟在此栖息中转。

大运河西岸，桃花掩映
下的盖宿铺，有位百岁党
员王金荣。老人抗战时期
入党，如今已有 78年党龄。

走进院子，王金荣手拄
拐杖迎了出来。高高的个
子，硬朗的身板，精神矍
铄，满面笑容。如果不是
耳背以及脸上的寿斑，真
是无法相信，他已经 100岁
了。

身经党的初创时期、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
建设各个时期，王金荣的经
历就是一座宝藏。走进其
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普通共
产党员始终如一的品格、信
念和情怀。

战争·战争

1921年 7月，在上海的
弄堂里、在嘉兴南湖的游船
上，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聚
集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当年 8月 12日，在京杭
大运河畔冀中平原青县盖宿
铺村一户普通农家，一个男
婴呱呱坠地，家人给他起名
王金荣。

盖宿铺距离马厂不远，
李鸿章马厂练兵、段祺瑞誓
师讨伐张勋复辟等重大事
件，在这片土地上轮番上演。

王金荣出生的第二年，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之
后，第二次直奉战争、直鲁
联军与冯玉祥部队等又连年
争斗，这里成为军阀混战的
主战场之一，人民饱受战乱
之苦。

“七七事变”后，日军铁
蹄一路南侵，8月5日，在盖
宿铺村以北10公里的北王庄
村，遭到中国官兵的誓死抵
抗。战争从白天打到晚上，
又从晚上激战到第二天中
午。那一天，是王金荣16岁
生日前的一个星期。那一
幕，老人至今记忆犹新：“当
时正下大雨，暴雨声与炮火
声夹杂在一起，从白天到晚
上，又从晚上到第二天中
午。我们一家去逃难，一个
多月后才回村。听说日本人
在流河、北王庄杀人无数，
两个村几乎家家披麻戴孝。
那时我就想，长大了，上战
场杀日本鬼子！”

摆渡人·民兵队长

1943 年 1 月 5 日，毛泽
东、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准备
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华中敌
后斗争的指示。就在这一
年，经八路军干部刘敬修介
绍，王金荣秘密加入中国共
产党，成了盖宿铺秘密渡口
的摆渡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笸箩
渡胜利完成了任务。村里的
共产党员们吸收进步青年参
加民兵，王金荣成为民兵队
长，不到一个月，盖宿铺就
有了一支 20 多人的武装力
量。

1946年 6月，国民党撕
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全面
内战。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进攻
的方针，提出了“武装自
卫”的口号。

在青县五区委的领导
下，盖宿铺民兵队挖地道、
建堡垒、埋地雷，与国民党
部队斗智斗勇，巧妙周旋，
还配合区小队支援附近村庄
开展保卫战。

1946年，青县国民党部
队 200多人，赶着 10多辆大
车到大邵庄抢粮，大邵庄民
兵和区小队队员与敌人展开
激战。盖宿铺民兵队接到命
令，火速赶到，从外侧包围
夹击。敌人一看情势不妙，
狼狈而逃。

1947年 6月 12日，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王金荣带领
盖宿铺民兵队配合主力部队
作战，为夺取青沧战役的胜
利、拖住平津之敌、配合解
放军东北作战，作出了贡
献。

沿河种树·洪水救人

1947 年，青县解放后，
经过土改，盖宿铺村迎来了
新气象。

经历战火洗礼的大运河
两岸，树木或砍或烧，运河
了无生机。1948年，王金荣
带领村民沿河植树造林。10
年后，盖宿铺段的运河又苍
翠葱茏起来。

“我们当时种的是柳树和
榆树，有了树，运河绿了，
鸟多了，生态好了，人住着
才舒心。”穿行在运河边的树
林里，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1954年，王金荣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他带着村民们
挖坑塘、种荷花；开垦运河
滩地种红薯和胡萝卜。秋后
大丰收，光南坑的藕就收了
1.5万公斤！后来三年自然灾
害，这些农作物派上了大用
场，盖宿铺不仅没出现饥
荒，还接济过附近村民。

后来，上级抽调王金荣
到青县水利局工作。1963年
8月2日，青县发大水。得到
消息，王金荣立即赶回村，
招呼乡亲们赶紧往河堤上转
移。不一会儿洪水下来了。
惊涛险浪中，他又摇着自家
的木船，一趟趟搭载没来得
及撤离的乡亲们。

大生产·千斤麦

王金荣先后 3次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大
搞生产建设。至今，老人的
回忆里都是当年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画面：1957年，
种植药材红花、生地，当年
销售额达 4万余元，轰动了
四里八乡，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都派人来取经；1968年，
抗旱挖水库；1969年兴办养
猪厂，种植苦麻菜、苜蓿、
荞麦，是县里参观学习的先
进村……

后来村里成立三场，负
责人的担子落在王金荣身上。

“那时人们在生产队劳
动，惰性很大，一亩地才产
一二百斤粮食。不仅我们
村，村村都这样。到了三场
有了试验田，我憋着一口
气，从选种到施肥精心把
关，看看粮食亩产量能不能
上去。”王金荣说，经过一番
努力，第二年麦收，他种出
千斤麦，轰动了青县。

岁月变迁·情怀不老

如今，王金荣家已是五
代同堂的大家庭。一大家子
聚在一起时，他会情不自禁
地讲过去的故事。百岁老人
的经历就是党百年历程的一
个缩影。无论是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建设
时期，老人的每一个故事，
都有历史的烙印。

老人的房间里，除了毛
主席像，还有一张照片、两
个奖状。照片上，满头白发
的王金荣站在天安门前，笑
容纯粹灿烂。两个奖状时隔
37年，一张是1980年，一张
是 2017年，从“四化”建设
的模范党员到功勋共产党
员，经历无数风雨的百岁老
人，最看重的，是中国共产
党员这个身份。

“父亲是个信念坚定的
人。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一
心为公。对集体和乡亲们的
事，他总是竭尽全力，一帮
到底。对自己和子女，要求
特别严格，我们姐几个，都
是普通农民。年轻时不懂
事，还怪过父亲，现在明白
了，他就是信仰坚定、性格
耿直的共产党员。”老人的女
儿说。

一起战斗过的伙伴们经
常上门看望王金荣。老朋友
们聚在一起，还像年轻时那
样，一壶茶喝上大半天，谈
天说地，纵论党史国情。

春日暖阳透窗而入，洒
落在王金荣身上，他整个人
仿佛带着光晕，散发着信仰
的光芒。

4月 7日上午，原冀中八路军干部、
青县原县委书记张杰的孙子马向峰，来到
青县流河镇盖宿铺村，看望老党员王金
荣。

走进屋里，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两幅
毛主席像。今年整整100岁的王金荣，精
神矍铄，身体硬朗。

马向峰打开一本画册：“王爷爷，您
认不认识这个人？”

老人仔细端详着画册，眼睛一下子亮
了，高声说：“张杰！”

马向峰说：“我爷爷和奶奶都坐过您
摆渡的大笸箩！当年，他们从冀中去运河
东部开辟根据地，笸箩渡是冀中干部的秘
密渡口。”

马向峰的话，一下子打开了老人记忆
的闸门。关于笸箩渡的秘密，也随着老人
的讲述，渐渐清晰起来。

敌人眼皮底下开辟红色通道

盖宿铺，是大运河西岸一个普通的小
村庄。1921年8月，王金荣出生在这里的
一个贫苦农家。

1943 年，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
候，王金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
时，日军实行大扫荡，青县共产党组织遭
到重创。八路军干部、大城新九区区长刘
敬修来到盖宿铺，秘密发展了6名共产党
员，其中就有王金荣。

“那时党员的身份严格保密，谁也不
能告诉！”王金荣说，他们接到的第一个
任务是，建立秘密渡口。

“八路军王队长带来了一个大笸箩，我
们的任务是，用它送八路军干部过河。”王
金荣说，笸箩是特制的，里外都刷了油，
特别大，最多能坐12个人。

在村北的张家园子，盖宿铺村党支部
书记姚成明指着一片土丘说：“这原有个
废弃的寺庙。抗战时期，地下党在下面挖
有地道，里面铺着高粱秸，外面用柴门挡
着。大笸箩和木锨就藏在这里。”

“这可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儿！”
王金荣说，接受任务的那一刻，他就做好
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用笸箩和木锨代替船和浆，是为了
防止暴露。”王金荣说，那时候，青县西
边紧挨着冀中抗日根据地，青县一带还属
于敌占区。日军对津浦铁路沿线、运河两
岸控制得很严。冀中干部开辟运东抗日根
据地时，必须经过运河。盖宿铺村北面七
八公里有鬼子碉堡，南面十几公里是青县
县城，驻有大量日伪军。八路军选择盖宿
铺作秘密渡口，就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打通
红色通道。笸箩和木锨隐蔽性强，更利于
自我保护。

老人在感慨冀中八路军的对敌智慧
时，也感动于乡亲们心照不宣地保守着笸
箩渡的秘密。“1945年，村里的孩子都知
道这个笸箩。如果有人告密，日伪军骑兵
20分钟就到，我根本跑不了。”

大笸箩曾渡许世友过河

百岁高龄的王金荣坚持带记者去运河
边看看当初笸箩渡河的地方。手拄拐杖步
行来到运河边，老人指着一处河湾说：

“就是这里！”
老人说，划笸箩是个技术活儿，这段

运河水流湍急，弄不好就翻了。马向峰
说，爷爷张杰的回忆录中记载，有的渡口
曾发生过船翻人亡的事件。

盖宿铺的笸箩渡一直顺利，没有发生
任何不幸。开始划笸箩的是另一名共产党
员谷振雨，半年后他参加了八路军。临走

前，他把木锨交到王金荣手上：“咱们村
能划笸箩的只有你啦！”

王金荣接过来，一干就是两年多，直
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冀中干部去河东，都在晚上。
“两年多，我晚上几乎没好好睡过

觉，随时准备渡人过河。”王金荣说。
1943年开始渡人时，他结婚不久，不敢
告诉妻子，听到联络员在墙外发暗号，就
悄悄溜出门，趁着夜色，抬笸箩渡河。

渡得最多的是青县原五区区委书记马
祥和冀中八路军王队长。他们几乎每两天
就去一趟河东。“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回
来的，我们也不问，这是纪律。我想，河
东肯定也有秘密渡口。”

听到马祥牺牲的消息，王金荣难过了
好久。有一天，密集的枪声从附近村庄传
来。过了几天，来人渡河。他问，怎么没
见马书记？来人说：“老马同志牺牲了。”

他边划笸箩边流泪。夜色深深，没人
看见他的泪，而木锨与河水强有力的击打
声中，透着愤怒的力量。

1947年青县解放后，他多次寻找王
队长，无果。

“我就想知道，王队长是不是活着看
到新中国成立了。”至今，老人对王队长
还是念念不忘。

一天，王金荣忽然接到上级命令，一
位大干部要过河，让他随时待命。过了两
天，一行七八个人趁着夜色来到盖宿铺。王
金荣和几个地下党员将他们安全送到河东。

“当时只说是大干部，不知道是谁。”
王金荣说。

上世纪 70年代初的一天，同村的南
京军区某团政治处主任姚文运回村找到他
说：“今天我是代表许世友将军来感谢你
的。”一次许世友接见姚文运，听说他是
盖宿铺人，老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曾经在
盖宿铺坐笸箩过河，不知道当年的摆渡人
怎么样了？叮嘱他回老家如果见到摆渡
人，一定替自己致谢。

巧的是，不久，王金荣到山西大寨公
社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就见到了许世
友。当时，许世友坐在主席台上，威武豪
迈，万人瞩目。台下的王金荣激动万分。
他多想走上去和老首长说句话呀！脚步抬
起，又放下。他在心里说：“见到您硬朗

康健，比什么都好！”

一生永远跟党走

马向峰说，他知道爷爷、奶奶抗战时
期到运东开辟根据地，但并不清楚当年是
怎么过河的。直到画册《闪光的足迹》出
版后，才从父亲口中，对一些事有了新的
了解。

张杰原名马庚申，因为革命需要，
1944年改名张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青县县委书记。直到孙子这一辈，才又改
回本姓。奶奶李铭抗战时期参加革命，两
个人都坐过盖宿铺的笸箩过河。

得知王金荣的近况后，张杰的儿子张
建华让马向峰一定去看看老人。他特意准
备了一本画册，并在上面题字：“送给当
年用笸箩送父母过河的百岁老人王金荣。”

手捧画册，看着昔日八路军干部的音
容笑貌，王金荣双手颤抖地抚摸着画册，
一遍遍高声叫着“张杰”。

老人说，张杰坐笸箩渡河的次数比较
多。印象较深的是 1946年初冬，运河刚
刚结了一层薄冰。抗战已经结束，本来不
需要笸箩渡河了，但当时情况紧急，上级
让他连夜送张杰夫妇过河。他和同伴姚丙
镜毫不犹豫地抬上大笸箩来到运河边。二
人跳入河中，姚丙镜在前边用木锨拍打冰
面，王金荣在后面游水推着笸箩向前。将
张杰夫妇送过河，再游回西岸、藏好笸
箩，往村里走时，衣服上的冰碴发出咔咔
的响声，二人互相打趣：“咱们都成冰人
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盖宿铺附近有了渡
船，笸箩渡停运了。不久，村里组建民兵
队，人高马大水性好的王金荣被任命为民
兵队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部
队斗智斗勇，巧妙周旋，为青沧战役的胜
利，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王金荣先后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 15年，带领乡亲们大搞农田水
利建设，积极为党工作，让盖宿铺的面貌
焕然一新。

转眼百年。说起现在的幸福生活，老
人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我活了 100岁，
就咱这个社会好、共产党好！我们全家永
远跟党走！”

与党同与党同龄龄
一生爱一生爱党情深党情深
杨金丽 杨海利 刘洪泰 王少华 陈立新

77年前，他用笸箩渡八路军干部过河，烽火岁月中留下惊心动魄的故事

而今，八路军后代来到他家，看望这位与党同龄的老人，听他回忆当年的“秘密渡口”

百岁老党员讲述百岁老党员讲述

运河上的红色笸箩渡运河上的红色笸箩渡
杨金丽 王少华 陈立新 杨海利 刘洪泰 摄影报道

南大港湿地南大港湿地
再现野生丹顶鹤再现野生丹顶鹤

刘振举刘振举 摄摄

暖和天暖和天，，百岁老人王金荣百岁老人王金荣（（左二左二））和乡亲们到村口晒太阳聊天和乡亲们到村口晒太阳聊天。。

王金荣老人激动地说王金荣老人激动地说：“：“我活了我活了
100100岁岁，，就咱这个社会好就咱这个社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马向峰（右）拿来画册，王金荣（左）
辨认出八路军干部张杰。

王金荣老人在儿女和乡亲们的陪伴
下，来到运河边指认当年用笸箩秘密摆
渡八路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