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蜿蜒曲折的大运
河，在沧县张官屯乡小
白洋桥村旁缓缓流过。
岸边连片花海，花香扑
鼻，运河水流潺潺，清
风吹拂，与纯朴的乡村
相互掩映，一幅生态自
然美景。

沿 220 省道向南，
距 离 市 区 10 多 公 里
处 ， 小 白 洋 桥 村 的
2000 多亩花海耀眼夺
目，等待着游人观赏。
穿行在乡间小路，放眼
望去，2400 多亩景观
树整齐排列，花儿艳
丽，香气浓郁。

草 色 青 青 柳 色
黄 ， 桃 花 历 乱 李 花
香。花香弥漫中，400
多亩的海棠林映入眼
帘，此时，西府海棠
已过盛放期，深粉色
的 花 瓣 随 着 风 儿 飘
落，下起了花瓣雨。
几位女子穿梭其中，
各种拍照，追逐美丽
瞬间。北美海棠花开
正艳，浅粉的花儿相
簇相拥，树下套种的
萱草翠绿欲滴，花和
草粉绿相间，特别养
眼。较远处的八棱海
棠林，树冠上满满的
白 色 花 朵 ， 随 风 摇

曳，沙沙作响。
从 220省道通往村

子 1.5公里的乡村小路
上，尽情眺望：左侧
是日本樱花，有的开
了 浅 浅 的 粉 色 小 花
儿，有的花苞簇拥。
右侧是金枝槐，黄色
的枝条和花瓣，金灿
灿一片；桃树次第花
开，有的树梢已挂起
了果实。不在花期的
其他景观树也是多姿
多彩，围着村子由近
及远铺开，紫叶李、
丝 木 棉 、 法 桐 、 槐
树、樱花、三角枫、
白 皮 松 …… 树 林 深
处，从市区驱车前来
的一家人，一边赏花
一边野餐，孩子清脆
的笑声回荡在林间。

“几十个品种的景
观树不同时间开花，从
4月一直开到 7月，市
里人周末到郊外游玩、
野餐，这里是不错的选
择。”小白洋桥村党支
部书记潘浩然说：“我
们会管理好、保护好这
些林木，为周边村民营
造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也为大运河景观建设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小白洋桥村依河傍

水，距离运河最近的人
家，开门就是堤顶路。
随着运河文化景观带建
设的深入，运河两岸 1
公里范围内营造景观，
小白洋桥村人迎来了新
生活。2018 年，村里
的 2400 亩耕地全部进
行流转，农民每亩地获
得 1200 元的补贴，解
放出了劳动力，不少人
外出打工。流转后的土
地承包给企业，开始种
植景观林。

几年下来，景观林
已初步显现出效应，成
片的林木净化了空气，
涵养了水分，为运河两
岸营造出美丽的景观。

“这两年老家变化太大
了，树林包围着村子，
有花有草，空气特别新
鲜，每次回去了都不愿
意走。”在沧州市区居
住的小白洋桥村人许文
利说。

今年，运河景观带
建设又加快步伐，小白
洋桥村边的运河堤顶路
开始修建马拉松赛道，
村民们设想着未来的生
活：在花香鸟语的村
庄，伴着运河水流，安
静地生活，幸福地老
去。

春风拂过的小白洋桥村，红
的、黄的、粉的、白的、绿的……
各色花海围河绕村，仿佛走进“千
里莺啼绿映红”的唐诗中。青砖红
瓦房，草舍卧禾畦。走进小白洋桥
村，田园风光、泥土芬芳，美丽乡
村的蓬勃发展映入眼帘。

2000 多亩的景观种植林，在大
运河景观带规划建设中拔地而起，
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

清晨，村民打开窗，微风夹着
淡淡花香迎面扑来。说起从前的村
环境，村民白占华就想起自家房子
后那条土路。一下雨有时能积半米
深的水，上下班得蹚水。现在，村
里的主路都修得宽敞平坦，直达运
河沿。

如今，随着大运河景观带的建
设，依河傍水的小白洋桥村，更多
了鸟语花香。

走在村庄里，展示文明新风
尚的彩绘墙随处可见；垃圾桶摆
放 整 齐 ， 整 个 村 子 干 净 、 闲 适 ；
闲逛中，不时飘来香椿浓郁的芳
香，走着走着，还会被大片的海
棠惊艳；曾经的臭水沟，摇身一
变成了新民居，被臭味侵扰的村
民拍手称赞；村西紧邻运河，附
近的村民离运河几步之遥，“早晨
经常来运河边转转，看马拉松赛
道的修建进度。盼着快修好，我
们就可以在家门口享受专业赛道

锻炼了。”一位村民说。
上班的、上学的，打工、做生意

……每个人都为了生活而忙碌。等到孩
子放学、大人下班，炊烟袅袅中，一派
欢喜祥和。

闲暇时候，来此赏花、挖野菜
的人很多；村里的孩子周末也多了
嬉戏的地方；浇水、打理花田，也
成了部分村民的兼职；土地流转出
去后，村民们积极投入各种打工生
活，平日农闲时，打麻将消磨时间
的人几乎没有了；村容村貌的改
善，也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随
意丢垃圾和堆放柴火堆的现象不
见了；有了新民居，住进去的村民
乐享新生活……

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出
入有花香，往来皆怡然。以前因臭
水沟闹着要远离村子的人，搬进了
新民居，“不走喽！”

忙碌起来的人们，精神生活也更
加丰富了。闲暇时光选择充电学习，
提升自己。待到运河堤顶路马拉松跑
道建成，村里又会是另一番热闹。

沿运河而生的村庄，在大运河
景观带建设中，迎着发展的东风，
正美丽绽放。

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他们抛头
颅、洒热血，在救国、兴国、
强国的征程中舍身忘死、前赴
后继，将功勋镌刻在祖国的大
地上。他们有的留下了令人动
容的英雄事迹，为后人所颂
扬、铭记，而更多的只在文献
中留下了只言片语，杨柳新就
是其中之一。

在能找到的官方文献中，
有关杨柳新的内容并不多——

1941 年 9 月，随着边区武
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冀鲁边军
区、教导6旅决定，组建教导6
旅 2 营。不久后改为教导 6 旅
18团，杨柳新任团长。

1942年7月3日，教导6旅
18团在沧县大七拨 （今属南皮
县） 被日军包围，杨柳新等60
余人不幸牺牲。

在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刘淑
珍、李雪妹的帮助下，记者联
系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
员，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些
有关杨柳新烈士的资料。

杨柳新是江西瑞金人。在
土地革命时期，18岁的杨柳新
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后加入
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杨
柳新被编入八路军第 115 师。
1938年随萧华率领的东进抗日
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任
第 6支队 8团团长。1940年杨
柳新改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6
旅兼冀鲁边军区第18团团长。

1942 年 6 月 9 日，日本侵
略者集中优势兵力，对冀鲁边
军区进行大“扫荡”。

7月3日，杨柳新和政治委
员杨爱华奉命带领18团进驻南
皮县肖十拨村。

这天凌晨，团部得到日军
“扫荡”的紧急情报，杨柳新立
即命令集合部队，7 连在前，
团部居中，6连殿后，向东南
方向转移。

团部行军途经沧县大七拨
村时，天已放亮。此时尖兵报
告，东南方向发现敌人，后来
又发现东面也有敌人，部队立
即停止前进，紧接着，又从东
南方传来了敌人的机枪声。据
此判断团部已经误入了敌人包
围圈。

杨柳新决定分路突围。他
带领团部和7连向东突围，6连
则向西突围。

此刻敌人兵分多路，由西
向北疾进。6连1排先头部队已
和敌人接火。紧跟着，7连也

发现敌人已在前方设下埋伏，
用机枪封锁了道沟。

为避免部队遭受损失，杨
柳新命令部队向北突围。

他率领同志们从左边跃出
交通沟，冲出包围圈后，发现
大部分战士还没有突围出来，
遂又返回营救。而此时，敌人
的机枪已经架好，跃出交通沟
的杨柳新和同志们，暴露在开
阔地上，敌军机枪从几面突然
扫射，由于猝不及防，许多同
志当场牺牲，杨柳新也壮烈殉
国，时年31岁。

2015年，国家民政部公布
了第二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杨柳新名列其中。

水流曲曲水流曲曲 美丽绽放美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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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读红色经典色经典
建最美中国建最美中国
百部红色经典图书阅读总动员系列活动启动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4 月 18 日，滨河社区热闹非
常。“重温百年党史 传承奋斗精
神”知识竞赛开赛。场上掌声阵
阵，场下好戏连台。6支代表队分两
场展开竞技，党员们各展身手，高
潮不断。

围绕生动宣传实践理论、培育践

行主流价值，滨河社区党委组织开展
了这场“重温百年党史 传承奋斗精
神”知识竞赛。同时围绕“学党史
办实事 暖民心”，街道党委组织党员
和志愿者举办“志愿服务广场”大型
志愿活动。

活动中，社区党员们向居民发

放党史学习手册，同时宣讲党的光
辉历史、初心使命和创新理论，充
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自
沧州市义工协会的志愿者们为居民
提供包饺子、理发、义诊、维修家
电、磨剪子等便民服务，践行志愿
服务精神，赢得居民点赞。

滨河社区滨河社区

举办党史知识竞赛举办党史知识竞赛 开展便民志愿服务开展便民志愿服务
□□ 尹 超 赵 敏

“弘扬红岩精神、建设最美中
国”，4月 15日，沧州工贸学校礼堂
内，一场红色经典解读讲座正在进
行。这场讲座开启了我市“传承红
色基因”百部红色经典图书阅读总
动员系列活动的序幕。活动由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

首场讲座，沧州市第一中学
高级教师刘宝增现场解读长篇小
说 《红岩》，刘宝增从创作背景、
主题思想、人物刻画、写作风格

等几个方面，对小说 《红岩》 进
行 了 深 度 分 析 。 通 过 生 动 的 讲
解，同师生们一起重温了江姐等
红岩英雄人物与国民党反动派进
行殊死斗争的故事，歌颂了革命
先烈追求真理、坚定共产主义信
念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精神。通
过聆听讲座，师生们深刻领会了

“红岩精神”所蕴含的崇高思想境
界、坚定理想信念。大家纷纷表
示要发扬“红岩精神”，不断增强

自身修养，学好本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
明才智和青春力量。

据悉，作为活动亮点之一，红
色经典解读系列讲座依托沧图讲

座，将特邀相关领域专家担任主讲
嘉宾，走进学校、企业、社区，通
过解读红色经典图书，引导广大读
者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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