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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照镜子，看看怎么样？”
“可真精神、真利索，太感谢小何
了。”86岁的方天书用手摸了摸头，
精神焕发。

老人口中的“小何”，其实已经
71岁了，她的名字叫何丽珠，是新
华区化建社区的一名老党员。从 37
年前开始，她坚持为身边的同事、老
人们义务理发，老人们都喜欢称她为

“小何”。
这一天，何丽珠收拾好工具，从

早晨 6时一直忙到了下午 2时，为社
区 20余位老人义务上门理发，很多
老人早早地就在家里盼着等着。

“这些老人很多腿脚不太利索，
所以我会选择入户理发。”多年来，
何丽珠每个月都要挑选风和日丽的天
气，到老人们家里走上一圈。谁家老
人头发长了，谁家老人头发长得快，
她比谁都清楚。

何丽珠并不是专业的理发师。年
轻时，何丽珠在十三化建工作，经
常要跟着施工队伍东奔西走。临时
建起的工地里，工程紧张，身边的
工人们没时间，也没地方去理发，
热心的何丽珠便萌生了给大家理发
的念头。

从此，她一次又一次地在理发
店“偷学”手艺，回家就拿家人练
手。她越剪越好，越来越多的人找
上门让她理发。有人要给钱，何丽
珠坚决拒绝。她说：“我是一名党
员，为大家服务是我的义务，哪能
要钱！”退休后，何丽珠继续为左
邻右舍的退休职工和老人义务理
发。

37年来，何丽珠早已数不清理
过多少发，帮过多少人。她说，之所
以一直坚持，是因为自己儿时的经
历。原来，在何丽珠5岁时，父亲得
了重病，母亲不仅要忙于工作，还要
照料这个并不富裕的家。何丽珠虽然
年纪小，但特别懂事，一直在家照顾
着父亲。

周围的邻居看在眼里，心疼这个
瘦弱的“小大人”，经常给她送饭，
有事儿的时候也会热情帮忙。就这
样，吃百家饭长大的何丽珠，特别懂
得感恩。何丽珠长大成人后，总会力
所能及地帮助身边的人。

现如今，何丽珠的邻居大多是
独居老人。平日里，除了上门为老
人理发，她还会尽力帮助老人。之
前住在何丽珠对门的马大爷，子女
经常不在身边。每天，何丽珠都要
去对门看看，时刻关心着老人的生
活。而马大爷也早把何丽珠当成了
亲人，家里一有事，老人就会在楼
道里喊“小何！小何！”何丽珠听
到，会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跑过
去瞧瞧。

有一次， 马大爷独自外出，忘
了回家的路。傍晚时分，何丽珠发现
老人没回家，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
到了，就和老伴儿一起把他背回了
家。老人弥留之际，何丽珠为他理了
最后一次发。看着眼前忙碌的何丽
珠，老人一直笑，表达自己对何丽珠
的感激。

一把剪刀、一把推子，伴随何丽
珠 37 年。何丽珠在服务群众的同
时，也从中获得了快乐。“能换来这
么多老人的笑容，觉得付出的这一切
很值得。虽然累，但心里暖。”何丽
珠说，“每当这些年近百岁的老人叫
我‘小何’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还
年轻，还有十足的干劲儿。”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连日来，肃宁县万
里镇尹庄村古梨园的千亩梨花
正陆续绽放，吸引周围游客纷
纷前来畅游花海，醉在梨乡。

万里镇有着悠久的种梨历
史，果品远销海内外，是远近
闻名的梨乡。万里镇古梨园
以尹庄村为中心，梨树栽培有
数百年历史，形成了尹庄的梨
产业优势，也形成独具魅力的
古梨林风光。其中，尹庄村梨
树面积 2600 多亩，园中百年
以上古梨树 1 万余棵，300 年
以上古梨树 3000 多棵。年产
各种梨果800万公斤，果品收
入占全村收入的92%。

从土路到红砖路，再到水泥
砖路、水泥路，在孟村回族自治
县宋庄子乡许村，村路之变让村
民感到高兴。

近日，许村的一条小巷内，
10 余名工人又在铺沙石平整路
面，紧张施工。“这条巷子将修
成水泥砖路，平整完路面，马上
就开始铺砖。”村党支部书记张
玉龙说，“村里的巷子以前都是
土路，10 多年前有的路铺了红
砖，但如今路已不好走，排水也
不畅快，这回一定要解决好。”

许村有 1200 余户村民，曾
是当地的贫困村，交通不便、路
难走是多年的“老大难”。村里
的大路小路多为土路，泥泞难
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排水也不畅，村民们意见很大。
10 多年前，在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村里平整了主干道的路面，
铺了一层红砖，修成了红砖路。
但这些年下来，砖路已经被轧得
不成样子。

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许
村的变化开始了。首先，11 条
主次干道全部修成了水泥路，村
民出行条件大大改善。在这条施
工的小巷外，连接着的就是一条
近 4 米宽的水泥路，路长超过 1
公里，直接通到了村外。

从去年底开始，小胡同道路
的水泥砖铺设也提上了日程。今
年一开春，小巷的硬化工作就开
始了。“真没想到，小胡同也能
修成水泥砖路，以后再也不用担
心下大雨积水了。”看着正在忙
碌的施工队，村民张桂香高兴地
说。

许村这次硬化路面的小巷
共有 20 多条，这些小巷完工
后，许村道路硬化覆盖率将达
到 80%以上。同时，村里还将
开展绿化造林、垃圾清理和疏
通排水等工程。许村的路，越
变越好。

在中国现代史上，将武术引入
军旅者并不鲜见，几成时尚。一些
武术名家从中国武术中挖掘具有攻
防价值和制胜招数的元素，提炼融
汇，用之于练兵和实战，有的取得
了赫赫战功。这其中，就有沧州武
术名家李士廉。

李士廉（1918-2002年），献县
临河村人。李士廉11岁开始随张傅
之习武，师从表兄李桂林习罗汉

拳。1934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国术
馆，师从王子平、吴峻山、黄柏
年、郭锡山、杨登甫、姜容樵、孙
禄堂等武术大师，跟随他们习练各
派武术，以少林拳为主，兼太极、
八卦、形意。1936年，李士廉从中
央国术馆毕业。

1937年后，李士廉先后在江西
省武宁、吉安、赣州，贵州省麻江、
遵义，重庆等地军政机关及学校任

武术教官和教员。他在军中编制实
用性强、杀伤力大的大刀术，被张
之江赞为“大气磅礴，长才善用，
庶能以再接再厉之精神，杀敌致果
于最后”。

李士廉多次上书请求北上抗
日，经张之江介绍，于1939年冬任
国民党第四十军国术刺枪教官。日
本投降后，李士廉以回家探亲为
名，脱戎归里。

1946年，李士廉参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曾任刺杀教员和参谋、
连长等职。1949年，在天津公安总
队教导队授摔打、擒拿之术。

1950年，李士廉受聘于北京纠
察总队，编创“近身擒拿术”等训
练套路和 《战斗劈刀》 等简易教
材，传授大刀、刺杀和擒拿等术。
后转业至天津，终生以传武授徒为
乐。 曹广欣 周 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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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黄骅：：战斗过的土地以英雄命名战斗过的土地以英雄命名
本报记者 邢 程 本报通讯员 卢骐铭

立志做一匹“革命的骏马”

黄骅市，是一座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城市，
是为纪念 1943年牺牲在这里的冀鲁边区司令
员、革命烈士黄骅而得名。作为河北唯一现存
的以抗日英烈名字命名的县市，英雄黄骅和渤
海之滨的这座城市已融为一体。这座城市也用
一种特别的方式，铭记着这位抗日英烈当年在
这片土地上的奋斗与献身。

黄金山（黄骅） 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
县木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年幼时，过着极为
贫苦的生活。他15岁时就加入了革命，被选为

良上村和周围村庄联合组织成立的儿童团团
长，之后参加了阳新县赤卫队。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又参加红军，经
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延安出发
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26岁时，黄金山改名
为黄骅。“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这个由
儿童团长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年轻革命者，立志
要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
骏马”。

运用游击战取得“旧城大捷”

30岁的黄骅由山东鲁西军区调任冀鲁边
区。来冀鲁边区之前，黄骅称得上久经沙场。
可一到冀鲁边区，他首先面对的就是战斗地形
的改变。这里交通便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刘少奇曾用“南邻济南、北迫天津、西胁
津浦铁路、东据渤海海岸”来形容冀鲁边区战
略位置之重要。正因为如此，敌人在这一区域
疯狂地修公路、建炮楼、抓民夫、抢粮食，抗
日根据地不断遭到蚕食。

他一出手，就打了个漂亮仗。在黄骅的筹
划下，八路军悄悄包围了旧城据点。6名战士
化装成卖瓜的农民先混入其中，瞅准时机拿掉
岗哨，切断里面的电话线，八路军战士里应外
合，一举将据点拿下。等敌人援兵赶到，八路
军早已安全撤离。据查证，这场战斗历时一个
多小时，毙敌 5名，俘敌 35名，缴获枪支若
干、小炮2门，“旧城大捷”是黄骅来到冀鲁边
后运用游击战思维打响的第一场重要战斗。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灵活运用“集中
优势兵力，打其一点”的方针，频频出击，不

断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在黄骅的率领
下，冀鲁边区部队在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扩编
了一个团。利用缴获的战利品还装备了一个直
属连，因为战士人人头戴钢盔，被称为“铁帽
子连”。他还组织打通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
联系，使得两个根据地之间海上有通道、陆上
能联系，各县普遍建立地方武装，仅新海县大
队就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上百人。

英雄血洒冀鲁边区

从晋南大地到渤海之滨，黄骅一路辗转抗
敌，直至1943年6月30日被叛徒杀害，血洒冀
鲁边区。

这一天，黄骅在大赵村组织召开冀鲁边军
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上午的会议紧张有序，下
午的会议接近尾声时风云突变。土匪出身、被我
军收编的冀鲁边军区手枪队队长冯冠奎，以汇报
工作为名，带人连续骗过布设在村外的岗哨和会
场外的警卫，突然闯入会场，连开数枪，将围坐
在八仙桌前、毫无防备的黄骅等人杀害。

1945年，英雄牺牲地大赵村所在的新海县
被命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以示纪
念。从此，英雄的名字与他以鲜血和生命相搏
的这片土地朝夕相伴。

1953年，黄骅烈士的遗骸由黄骅县迁到济
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2014年 8月，黄骅被列
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和英雄群体名录。

近些年，黄骅市先后修复建设了烈士陵
园、黄骅烈士牺牲地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拍摄了电影《英雄黄骅》，还创作了长篇
革命历史小说《血魂：黄骅将军》。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人物简介：
黄骅（1911年—

1943 年） 原名黄金
山，学名黄为有，出
生于湖北省阳新县木
石港区凤凰乡良上
村，14岁萌动爱国思
想，积极参加革命。
1943年3月，他调任
八路军冀鲁边区军区
司令员，同年6月30
日在河北省新海县
（今黄骅市）大赵村主
持召开军事会议时被
叛徒杀害，终年 32
岁。

在黄骅市羊二庄回族镇大赵村，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对面的广场上，黄骅的雕像
气势凛然。参观者在遗址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满了缅怀先烈、牢记历史的留言，表达
着对英雄的敬意。黄骅的事迹和精神，在这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土地上，不断得到传
唱、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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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武术文化名城
擦亮武术之乡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