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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市区的一家饭店里，传
出阵阵歌声。这是运河区马广义家庭
为庆祝建党百年举办的红歌演唱会。
全家四代36人演唱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等红色经典歌曲，从中
追忆传统、传承精神，感受激情、汲
取力量。

什么是“四个自信”“四个意
识”，什么是“红船精神”“党的三大
优良传统”……这次演唱会在政治学
习中拉开帷幕，并以现场问答的形式巩
固学习成果。“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要求
我们坚持学习。”马广义的大儿子马永
华说，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一年了，但他
的精神一直都是全家人前行的灯塔。

“这些歌都很熟，我们天天唱。”
马广义的老伴李洪芹唱起《党啊亲爱
的妈妈》时，深情依旧，小辈们听了
眼圈红红的，“现在日子越来越好，党
的恩情永不忘。”唱红歌是这个四世同
堂大家庭共同的集体记忆，家庭聚

餐、过生日时，全家人都要唱红歌。
马永华说，全家中现在年龄最小的孩
子只有三岁半，教孩子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时没费多大劲，因
为这孩子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15
岁的马乾理是第四代中年龄最大的，
他带着弟弟妹妹合唱了一首《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熟悉的曲调、滚烫
的旋律让马乾理激动不已：“能生活在
这样的大家庭很光荣”。

马氏兄弟小合唱《强军战歌》、女
生小合唱《走进新时代》、女生独唱
《我爱你中国》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清脆嘹亮的歌声赢来阵阵掌声。演唱
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在大合唱
《我的祖国》中落下帷幕。现场还有亲
友团、沧州市老年艺术合唱团来助
力。“接下来，我们会接过父亲的接力
棒，把唱红歌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让后代时时不忘党的恩情。”马永华
说。

“赤胆报国一身正气垂千古，忠心为民
两袖清风荡乾坤。”

这是张建华当年为父母墓碑写的碑文。
今年清明，被人描了金粉后，字迹更显苍
劲，熠熠生辉。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地感受
到，烫金人烫的是碑文，铭记的则是共产党
员的精神和信念。

在人们的追述下，张杰，这个活跃在冀
中平原上的八路军战士，这个与敌人斗智斗
勇英勇顽强的区委书记，这个一心为民、公
正耿直的县委书记，形象更为逼真了。

张建华说，出生前后，他跟随母亲三次
历险，每一次都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一
次，发生在 1946 年秋的一个傍晚，他尚在
襁褓中。母亲抱着他从运东开辟根据地赶回
运西。同行的五区组织委员王凤亭去了盖宿
铺，母亲抱着他到了大邵庄。刚进村，就听
见一阵激烈的枪声。不久传来噩耗，王凤亭
被敌人伏击壮烈牺牲。

在王凤亭牺牲前不久，五区区委书记马
祥也刚刚牺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张杰迎难而上，接任五区区委书记后，他带
领人民开展了地雷战、地道战、高房堡垒
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天津作家刘怀章曾担任张杰的秘书。在
他的记忆中，县委书记张杰没有星期天，家
务事也管得很少。为了青县的振兴和发展，
他日夜忙碌。他很少坐办公室，经常下
乡，全县 300 多个村庄，他几乎都到过，
对全县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那个年代没
有汽车，都是骑自行车下乡，住在村子
里。村里的百姓一听说张杰来了，就三三
两两赶来看他，像是久别重逢的战友格外
亲切，他们谈村情、话农桑、拉家常，十
分融洽。后来刘怀章提出上大学深造的申
请，别的领导不愿放，张杰大笔一挥：“上
大学是好事，我支持！”秘书刘怀章才成了
后来的作家刘怀章。

面对瞎指挥和浮夸风，张杰敢于坚持真
理、实事求是。面对坎坷政治、多舛命运，
他抱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路走来，无论
顺境逆境，始终忠诚于党。

他可以在离休之后，帮助沧炼 33 名职
工家属到石家庄找省长解决“农转非”问
题，却在担任沧炼党委书记时，断然拒绝了
亲妹妹给复员外甥一个招工指标的请求。

他一生节俭，唯一的嗜好是喝茶，茶叶
是当时几毛钱一袋的茶末。他常说：“安贫
者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儿女们记
得，父亲对吃只提过一次要求。在一个没有
白萝卜的季节，他想吃刚腌过几天的大白萝
卜。当时还没有错季菜，也就没能满足老人
这一心愿。至今想来，仍然是他们心头的
痛。

儿女们对父亲的记忆，永远是暖色的。
他们说，父亲很忙，常常见不到他。但只要
在家，他永远是温暖的父亲。在少有的闲暇
中，父亲会给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会帮孩子
们包好课本的书皮；会让出车、马、炮，和
儿子交兵于楚河汉界；会任由小儿子骑在肩
头纵横驰骋……

随着家人的讲述，共产党员张杰，带着
温暖质朴的人格底色，向我们走来。

在青县，提起张杰的名字，几乎无
人不知。他开辟运东革命根据地、新中
国成立后两任青县县委书记，为青县的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以及社会主
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感人故事至
今仍在当地流传。

今年清明节，家人扫墓时发现，有
人为张杰的墓碑烫了金。张杰不是青县
人，但他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情，生前留
下遗愿长眠青县。没有亲戚，也不是家
人，到底谁是烫金人？

清明扫墓，发现墓碑烫了金

今年清明节，青县退休干部张建华
像往年一样，带领全家三代10多人，来
到青县金牛镇小牛庄村娘娘河畔，为父
亲张杰、母亲李铭扫墓。

穿过苍松翠柏，走近墓地后，他们
惊奇地发现，父母墓碑上的字和碑顶的
纹饰全部用金粉描刷了一遍，在阳光的
照射下，金光闪闪。绕到碑后，见背面
的碑文也用金粉进行了勾描。

“从描刷的痕迹不难看出，这是近
些天完成的。烫金人勾描得非常认真，
一笔一画都在凹槽内，一点儿没有淌到
外边。烫金人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没有
一两个小时是绝对完成不了的，而且可
能也不是一人所为。”张建华说。

大家纷纷猜测，到底是谁给墓碑烫
了金？张杰夫妇的老家在河北省饶阳
县，1944年受组织派遣先后来到青县投
身革命，从此和青县结下一生的缘分。
但是，除了长子张建华一脉在青县工
作生活外，其他子女均在外地。他们
家在青县亲戚不多，到底是谁做了这件
事？

张建华当即想到了几个人。电话打
过去，大家都说没有做，也不知是何人
所为。

扫墓回来的路上，全家人感动又感
慨。张建华说：“父亲 19岁入党，22岁
到青县参加革命。青县既是他战斗过的
地方，也是他建设过的第二故乡。今年
是建党 100周年，也是父亲诞辰 101周
年。在这个时候，有人给父亲的墓碑烫
了金，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

寻访烫金人，重温爷爷革命足迹

回来后，张建华一直惦记着这件
事。他联系上金牛镇小牛庄村原村主
任，委托他在附近村打听烫金人是谁。
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回音。

张建华又嘱咐儿子平时多留意打
听，一定要找到烫金人。

马向峰是张建华的儿子。他觉得，
烫金人一定和爷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寻访烫金人最好的办法，是重温爷爷的
革命故事。

“1920年 7月 27日，你的爷爷出生
在饶阳南张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
这年是农历庚申年，于是起名马庚申。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不久成为冀中抗
日根据地。他1939年入党，不久被选为
村长。1940年，他进入华北联大学习，
毕业后在冀中区工作……”

随着父亲的讲述，马向峰更加深入
地了解了爷爷的一生。

抗日斗争最严峻的时期，马庚申将
名字改为张汉杰，意思是此生只做中华
民族好男儿，坚决和日本鬼子斗争到
底。1944年，受党组织派遣，他到青县
工作，将名字改为张杰。直到第三代，
才改回马姓。

当时青县共 7个区，主要任务是开
辟运东革命根据地。张杰先后在青县的

六区、三区、二区、五区担任区委书
记。此时，张杰已经结婚，妻子李铭与
他同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不久，她
追随丈夫，辗转来到青县投身革命。

在六区，他带领武工队发动群众，
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使运东
这片未开辟的处女地，变成了热火朝
天的游击区；在三区，他派员卧底，打
入敌人内部，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
焰……

最艰苦的斗争发生在五区。当时，
五区区委书记马祥、组织委员王凤亭先
后被敌人杀害，斗争形势非常残酷。张
杰临危受命，来到五区。他紧紧依靠群
众，带领五区人民对敌人展开了地雷
战、地道战和高房堡垒战……在津浦铁
路线上埋地雷、运河上截敌船、锄奸铲
恶，一次次重创敌人。

在青沧战役中，张杰负责后勤保障
工作，亲身经历了青县的解放。之后，
他担任城厢区区委书记兼镇长。1952年
11月，张杰任青县县委书记，时年 32
岁。他带领全县人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
社会主义建设中。

长眠革命地，21年后仍活
在人们心中

“在青县，爷爷的名字家喻户晓。
人们不称呼他的职务，而是直呼张杰同
志。你能从大家的语调里听出一份感
情。”马向峰说，青县人谈及爷爷，总
是说着同样一句话：“张杰是全县人民
公认的好书记。”

张杰两任青县县委书记，1956年在
河北省委的表彰大会上，青县获奖旗一
面，张杰获金质奖章一枚。他还曾受到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时至今日，人们还
能记起张杰做过的那些事情——

南运河横穿青县，运河水资源十分
丰富。张杰担任县委书记后，主动开发
利用运河，以造福青县人民。在他的倡
议和领导下，青县在唐窑、周官屯修建
了排灌两用大闸，开挖了配套大渠，在
下游修建了许多节制闸，使运东40万亩
农田受益，结束了运东老百姓祖祖辈辈
喝苦水的历史。

青县历史上从没种过水稻。张杰利
用青县水资源丰富的条件，确定在杨官
店搞千亩水稻试验田，以转变农民的种
植习惯。秋后，杨官店水稻大丰收，亩

产稻谷超过 250公斤。经鉴定，稻米品
质胜过小站稻。从此，运东农民开始大
面积种植水稻。李家坟是一个30户的小
村，仅有洼碱地 400亩，1957年全部种
上水稻，当年获得每亩 250公斤的好收
成。庆丰收大会上，李家坟的农民一致
要求改村名，从此，“幸福村”出现在
青县大地上。

1962年再次担任青县县委书记时，
张杰语重心长地说：“青县是我战斗、
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虽不是故乡，
但胜似故乡。我眷恋着这块土地，我
的 8个孩子，6个出生在青县，他们认
为，青县就是他们的老家。在离开青
县的这些年，我人不在青县，却始终
牵挂着青县，青县人民没有忘记我，
我也从来没有忘记青县人民。这里有
我熟悉的农村、同志、乡亲，也有我死
去的战友。”

1970年，张杰参与沧州炼油厂的筹
建工作，1984年离休。离休后，他继续
发挥余热，为青县编写党史、为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还常常帮着认
识、不认识的人解决实际困难。

2000年，张杰去世。噩耗传来，青
县的干部群众自发赶来，送他们的好书
记最后一程。谭缺屯一位农民用诗句表
达痛悼之情：“青县父母官，百姓不会
忘。群众心有秤，分量忒准当。首屈是
何人？名杰他姓张。青县恋张杰，张杰
念梓桑。”

生前，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能
生在青县，但愿长眠这里。百年后把我
的骨灰埋葬在青县，我要和青县人民永
远在一起。”

世事沧桑。张杰去世已经 21年了。
看着这烫了金的碑文，马向峰一次次心
潮澎湃：“爷爷，这么久了，青县人民
还牵挂着您！”

除了金牛镇，马向峰还到爷爷战斗
过的马厂、流河一带打听。在大邵庄
村，一位老人听说他是张杰的孙子
后，激动地说：“我不知道张杰葬在青
县呀！明年清明，我一定去墓地看
看！”

马向峰说，开始以为，沿着爷爷的
足迹，可能会发现烫金人的蛛丝马迹。
但是，越是走进爷爷的故事，越是觉
得，除非烫金人自己出现，否则，寻访
会很难。讲出这个故事，他想借助报纸
找到这位给爷爷墓碑默默烫金的好人，
代表全家当面向他致谢。

近日，贵南高铁澄江双线特大桥的连续梁完
工。这是目前我国西南部地区最大跨度的连续梁。
看着天堑合围，飞鸿跨越山水，家住运河区美林艺
墅小区的程克新老人思绪万千。近半个世纪前，他
远赴非洲，参与东非交通大动脉坦赞铁路的建设。
翻开相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他的青春岁
月。那是一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

妻子怀着女儿，他远赴非洲

78岁高龄的程克新乐观豁达，性格爽朗。
1944年，他出生在沧州市区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早逝。作为家中老大，他打工干活，拼命养
家。1962年，国家铁路部门招工。18岁的程克新
来到陕甘宁，修建铁路。由于工作突出，不怕苦
累，3个月就转了正。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赞比
亚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需要一条通
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

坦赞铁路1970年10月26日正式开工，1976年
10月全面建成并试运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
国政府提供了9.88亿元无息贷款，并先后派出技术
人员超 5万人次参与建设，发送各类建设物资 100
多万吨。

坦赞铁路项目启动后，急需一支专业的施工技
术队伍支援。当时国家铁道部在各个工程线上挑选
精兵强将组成援非队伍，赶赴非洲。程克新就在入
选之列。当时，妻子正怀第三个孩子。面对国家任
务，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非洲之行。

与动物共舞，难忘姆马沼泽路段

1971年 9月 13日，经过半个月的海上漂流，
程克新和工友们抵达了赞比亚。

程克新的工作地点在坦桑尼亚，这里到处是原
始森林和高山沼泽，没有自己语言的文字，沟通起
来相当困难。这里盛产铜和黄金钻石，以前是英国
的殖民地。程克新有带领车队的经验，他和师傅宋
福元负责开山，建采石场，运送修建铁路所需要的
石头和铁轨等。

老人介绍说，支援非洲，中国是带着整个家当
前去的，只要是带轮的，大到火车头，小到擀面
杖，都是从海上长途跋涉运送过去的，他们车队也
是清一色的“大解放”。当时采石场有中国管理者
13人，在当地组织工人 1000余人，从事开山采石
工作。

高温、蚊虫叮咬、伐木开路，恶劣的环境磨练
着他们，他们见山开路，遇水搭桥，艰难地行进。
修建姆马段的时候，艰辛更是难以想象：施工的地
方多是沼泽，齐腰深的不是水，是烂泥，积了不知
道多少年，机械开不进去，只能人站进去一点点把
泥挖出来。程克新从回忆中似乎还能闻到那股烂泥
的腥臭味。他说：“头上烈日晒，脚下石头烤，两
脚烫得站不住了，工人们就往靴子里灌凉水，脚被
泡肿了，活儿还在坚持干。饭不能按点送达，只能
想办法保障供应。”

铁路修到野生动物最多的地方，动物们总来添
乱。狮子会在公路边上遛弯儿，踩在材料上吓唬
你；半夜睡觉时，大象会用鼻子偷走你的蚊帐，让
第二天睡醒的工人们身上都是小蛇；长颈鹿把长长
的脖子伸到铁栅栏里，偷吃大家种的白菜。

“你看到过 100多米高的大树吗？在非洲很常
见。”老人说，修路中，一棵 100多米高的古树挡
在了铁路面前，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在指挥伐树的过
程中，被毒蜂蜇后中毒身亡。

3年后回国，传承“坦赞铁路精神”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程克新和同事们修
建坦赞铁路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他们把“不可能”
变成了“可能”！

1976年 7月 14日，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标志着新中国最大对外援助项目全面完成。用当年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话说，这条铁路的建成“等
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如果俯瞰整条铁路，
你就会看见这条长长的铁路线穿过了坦赞部分高
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渺无人
烟的野外荒区……

1973年，程克新回国。1980年，在市交通局
运输队工作直至退休。他一生教育3个女儿要埋头
苦干，为国家多作贡献。如今，程克新儿孙绕膝，
晚年生活幸福。

说起往事，老人依然激情满怀。他说：“这条
被誉为‘非洲自由之路’的铁路联结起中非之间的
真挚友谊，是中非人民友谊史上的不朽丰碑。今天
仍有大批“80后”“90后”奋战在非洲大地上，传
承着‘坦赞铁路精神’。”

程克程克新新：：
参与参与修建坦赞铁路修建坦赞铁路
齐斐斐 孙铭悦

谁给老八路的墓碑烫了金谁给老八路的墓碑烫了金？？
杨金丽 马向峰

烫金的是碑文
铭记的是精神

采访后记

四代四代同唱红歌同唱红歌 献礼建党百年献礼建党百年
本报记者 刘 杰 杨金丽

烫金后的墓碑碑文烫金后的墓碑碑文。。 张杰、李铭是一对革命伉俪。

张杰张杰（（右三右三））和和 战友们在一起战友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