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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洋） 5 月 9 日晚 8
时，2021 赛季中超联赛第四轮广州赛
区将进行一场焦点之战，开赛已经三轮
不胜的沧州雄狮队将以“主队”身份对
阵“八冠王”广州队 （原广州恒大
队），这也是沧州雄狮进入中超后首次
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劲敌。值得一提的
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也将对本场比
赛进行现场直播，这也是央视首次直播
沧州雄狮队的比赛。

5 月 3 日，沧州雄狮队第三轮比
赛，在上半场2球领先的情况下，被对
手重庆队连进2球逼平。加之首场比赛
被青岛队的拉多尼奇轰进一记远射，上
场比赛又被重庆队踢进一脚精彩的任意
球，球队 3场比赛 4个丢球里，有一半
可称得上是“世界波”。这些都让沧州
雄狮队全队上下既感到遗憾，又觉得

“憋气”。全队在随后的复盘里也认为，
球队在 2比 0领先后思想不统一，有人
想乘胜追击，继续压迫，有人想守住胜
局。

“我们球队是中超新军，也许这就
是一种没有经验的体现吧！”球队一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主帅古特比也表示：

“今年我们球队是一个比较崭新的配
置，经过了比赛，我们发现还有很多需
要提升的地方，但我相信我的队员们有
这样的实力。”

由于广州队是过往中超 10 年内最
为成功的球队，相继拿下了8次中超冠
军和 2次亚冠冠军，是中超赛场上当仁
不让的超级霸主。在这个对手面前，沧
州雄狮队显然从各方面都处于下风。和
重庆队比赛结束后，全队很快进入到积
极备战广州队的模式。虽然连日来广州
市经常有雷雨天气，但是全队上下也是
冒雨进行了训练，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磨
合，争取“死磕”一下广州队这支中超
赛场上的超级对手。

本场比赛还有一个看点，沧州雄狮
队头号球星、巴西外援穆里奇曾是广州
队的功勋外援，包括帮助广州队于
2013 年首夺亚冠冠军。本次对决也是
穆里奇离开广州队后首次面对老东家。

“和他们进行比赛我肯定非常激动，希
望当天我能有个完美的发挥。”穆里奇
说。

“这是李文凤奶奶去世前
留下的 3000 元助学金，希望
你们姐弟不辜负老人的遗愿，
学业有成，将来回报社会。”
前些日子，海兴县贫困学子小
美姐弟三人收到一笔特殊的助
学金，这份善款沉甸甸，让小
美感动了许久。

李文凤老人是高湾镇马庄
村民，去世时 90 岁。她生前
务 农 ， 淳 朴 善 良 ， 一 生 节
俭。晚年跟随儿子在县城居
住，儿孙们给她的钱，她一
分也舍不得花，却在去世前
留下遗愿，把攒下的 3000 元
捐资助学。

老人有这样的遗愿，是因
为她的儿子是海兴志善爱心团
的一名志愿者。李文凤老人生
前很支持儿子参加公益活动，
她常说：“人要有善心、存善
念、做善事。”她也常教育子
孙们，力所能及地为社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李文凤老人在儿子口中得
知，海兴志善爱心团已经连续
6年为82名贫困学子捐资助学
30 余万元。在爱心团的帮助
下，已经有 14 名贫困学子考
入理想的大学。老人很感动，
她早就想好了，把这些钱悄悄
放好。今年 4 月，老人病危，
临终前交代儿子，把这笔钱交
给爱心团，捐给那些有梦想的
寒门学子们。

老人去世后，她的儿子将
这 3000 元 助 学 金 交 到 爱 心
团，将这份沉甸甸的爱带给贫
困学子。

海兴县香坊乡寇庄村的贫
困学子小美，品学兼优，正
在河北科技大学读研究生。
虽然家庭贫困，小美姐弟三
人的成绩都名列前茅。爱心
团最终决定将这份特殊的助
学金捐助给他们。收到助学
金，小美说，一定不辜负爱
心团的希望和李文凤奶奶的
遗愿，一定好好学习，成人
成才，回报社会。

李文凤老人安详地离开
了，却留给后人深深的感动。
她用行动诠释了大爱无疆、大
爱无言的真正内涵，这将激励
着寒门学子努力学习，奋发图
强，不辜负老人的期望。

“老妈妈，您年轻的时候为
党、为革命作出过贡献，您是功
臣啊！”与我们一起来看望王玉
珍老人的沧州市和河间市老促会
的负责人，紧紧握住王玉珍老人
的手说。

“孩儿啊！不能那么说，同
志们也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老人
王玉珍还真有范儿。一句“孩儿
啊”的乡音让大家感觉很温馨。

王玉珍是河间市北石槽乡唐
庄村人，因腿脚不便，需要靠助
步器走路。但是，得知有人要
来，她早早地坐在家门口等待。
黑底红花的上衣，让老人显得格
外精神。

王玉珍如今跟着儿子一起生
活，很快乐，也很知足。她说今

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共产党带
领大家打下来的。

“我入党正好80年了。”老人
热情地招呼大家进屋。坐定后，
拉住我们的手，思绪回到了那段
革命的岁月。王玉珍出生在河间
故仙乡西洋庄村，1941年，还是
16岁小姑娘的她就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那是她在识字班时候的事
儿。

“那时候，入党是秘密的事
儿，就是俺娘也不知道。”王玉
珍说，为了躲避日军和汉奸，党
员们只能秘密开会。天黑了，王
玉珍和其他党员五人为一组，穿
过地道碰头，在地洞里接受组织
交给的任务。

“娘，我出去一会儿，到洼
里挑野菜去，回来咱
们打烀饼吃。”这是王
玉 珍 最 爱 说 的 一 句
话，也是她送情报打
掩护的一个理由。那
时，党员们一开会，
或者是给八路军送信
儿、送情报，王玉珍

就要挎着篮子去打野菜。她把情
报叠成小三角形，插在鞋底里，
趿拉着鞋就出门了。

“你天天去挑菜儿，你挑的
菜儿呢？”每次回来，篮子里没
有几棵菜，这引起了她母亲的怀
疑。

“娘，你别问了。这是大事
儿，要是告诉你，暴露了，你就
没闺女了。”问急了，王玉珍就这
样跟娘说，慢慢地，娘就不问了。

不过，王玉珍的爹娘心里知
道自己女儿干得是大事儿，也用
行动支持着女儿。

在王玉珍家里，经常有八路
军伤病员来养伤。走了来，来了
走，前前后后，大约有7位。

“哥，你忍着点吧！”王玉珍
回忆道，有一位姓石的战士，腿
部受了伤，一直在她家的西屋里
养伤。她给小伤员清洗伤口、换
敷药膏。由于伤口太深了，小战
士疼得直冒汗。这位战士下不了
炕，王玉珍的母亲不仅送饭，还
给他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后，这
位战士才痊愈。

“妹妹啊！你就是我的亲妹
妹！娘啊！您就是我的亲娘！我
这次走了，可能就再也不能回来
了。”这位小战士在归队前，扑
通一下子就跪在了她们娘俩面
前，哭成了泪人。

“哥啊！你是为了国家。我
们也是为国家，咱们是一家人
啊！”三个人哭着抱在了一起。
自从那位战士走了以后，一家人
再也没有见过他……

新中国成立后，王玉珍在唐
庄村做了 3 年村妇联主任、5 年
生产队小队长，获得农业学大寨
标兵称号，也有不少奖状。

王玉珍和丈夫生有两子、一
女。因为要强，她白天领着大家
去洼里干活，晚上还要喂牲口。
作为一位妇女干部，耕地、推水
车这样的活儿她拿得起、放得
下。由于顾不上孩子，这看孩子
的事儿成了丈夫的活儿……

“那时候，哪承想有如今的
幸福生活啊！”王玉珍说，如今
党的政策好，儿女们孝顺，自己
才这么长寿。

人物简介：王玉珍，河间市北石槽乡唐庄村人，1925年8月出生，194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母亲革命母亲””王玉珍王玉珍：：

入党八十年入党八十年 青春献革命青春献革命
本报记者 曹广欣 李佳芳 摄影 王少华

采访札记
王玉珍老人虽然已 96 岁高龄了，没

有想到她如此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还
不时地跟我们开着玩笑。采访就在这样
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着。

老人有哮喘病，说话有点儿吃力。
但老人谈起自己革命的故事，说得很自
如、很流畅。其实我们知道，王玉珍老人
经历一点也不轻松。在革命的年代，不仅
处处艰难困苦，还时时有生命危险。然
而，正是由于无数先烈们意志坚定、舍生
忘死，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老人很幽默，也许她不想把过去的
痛苦传给我们，而是要把欢乐传给我
们。老人很自信，也许她本身就有这种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这种精神让她战
胜了一切困难，勇往直前。

老人留遗言老人留遗言
捐资助学子捐资助学子
邢 程

雄狮队明晚雄狮队明晚
对阵广州队对阵广州队
央视将现场央视将现场直播本场比赛直播本场比赛

刘伟祥（1863-1936年)，字伦
山，河间县南里店村 （今属任丘
市）人。刘伟祥自小儿酷爱武术，
幼年时拜刘晓兰为师，学习形意拳
法。

1877 年，刘伟祥随师傅去易
县清西陵经商，师父将他推荐给守
陵人郭云深。郭云深仔细观察后，
觉得刘伟祥有些心高气傲，遂用激
将之法，故意说刘伟祥武功不行，
一下子激起了刘伟祥的斗志，要与
郭云深当场比试。没想到，刘伟祥
刚一接触郭云深的身体，就被挤出
一丈有余。再次上前，他被挤出的
更远。这一试，让刘伟祥口服心
服。于是，诚拜郭云深为师，继续
学习形意拳法。

1891 年以后，刘伟祥又随刘
奇兰、宋世荣、白西园等深造。刘
伟祥经常往来于易县、北京之间，
随着武功技艺增深，名气越来越
大，深为武林追慕。此后，刘伟祥
在北京东部的通县、三河等地传武
授德。

那时，当地有个人叫康小八，
人称“小飞贼”，大清朝廷屡次缉
拿，都未能捕获。刘伟祥听说此
事后，邀请康小八喝酒，劝他改
邪归正。没想到，康小八执意不
听，刘伟祥出手将他打翻在地，
制服后送到了官府，这件事儿被
当地传为佳话。后来，有人编了
一部《缉拿康八》戏剧，在京东区
域公演。

民国初年，刘伟祥在易县的河
北省立第七中学、位于保定的河北
大学与第二师范学校任武术教师。
同时，出任保定国术馆首任馆长。
此间，他收徒众多。

1928 年，南京中央国术馆举
办武术比赛，他任裁判。后应邀任
华北、山东大型武术比赛的裁判。

曹广欣 周 娜 整理

刘刘伟祥伟祥：：

缉拿缉拿““飞贼飞贼””康小八康小八

建设武术文化名城
擦亮武术之乡名片

在沧州市区维康路口的一个早
餐店内，竖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
一首《临江仙·豆浆》：“黄豆精挑
淘净水，千磨方始成浆。久经炉火
得醇香，浮糜终略过，一碗暖心
肠。甘露相提仍逊色，任由百品千
尝，人间至味是平常，思来犹胜
酒，沉醉了时光。”

这首词以豆浆为题，寓意人生
需历练的哲理，有情有景，平仄工
整。人们或许以为这是诗词达人所
作，其实是这家早餐店的店主高洪彬
所写。初中毕业的高洪彬，苦学诗词
10余年，创作了数百首诗词作品，
被别人亲切地称为“油条诗人”。

从小爱好诗词

“五一”长假，记者来到高洪
彬的早餐店，高洪彬正在忙着炸油
条，偶尔有顾客看看黑板上的词
作，一个小男孩还站在黑板前轻声
读了起来。“老板真有才，写得真
不错。”孩子的母亲轻声说道。

“诗词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这
些年写了不少诗词，现在的水平尽
管还是不高，但比初学时已经强很
多了，现在再看自己以前写的诗
词，都是些打油诗、顺口溜，不能
算是真正的诗词。”高洪彬说。

高洪彬今年 52岁，东光县人，
他自小喜欢读书和写作。由于家庭

原因，他初中毕业后没再上学，但
读书写作的爱好却始终如故。

1993 年，高洪彬来到沧州市
区，开始做早点生意。每天凌晨 3
时多就得起床进货、准备食材，一
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非常辛
苦。生活的艰辛让高洪彬感触很
多，而性格内向的他就想把自己的
生活感悟写下来。“每天下午会有
些空闲时间，我就琢磨着写诗，那
时候根本不懂平仄，就写成了顺口
溜。”高洪彬说，从那时起，写诗
成了他抒发感情的一条途径。

曾受诗词高人指点

2009 年，高洪彬买了台电脑，
开始利用电脑学习诗词写作知识。
从模仿开始，学习诗词的平仄韵律
等知识，并加入了几个诗词和楹联
爱好者的 QQ 群，诗词水平慢慢有
了提高。

“真正创作诗词得从 2012年算
起。”高洪彬说，平时看到、听到
的事，都是他诗词灵感的来源。

“有时骑着三轮车突然来了灵感，
我就会赶紧停下来，拿手机记下
来，然后在闲暇时，再整理琢磨，
创作成符合韵律平仄的诗词。”他
创作的咏春四首诗，其中《咏春
四》中有两句“岸柳摇新绿，黄莺
唱好风。”就是路上偶得。狮城的夜

景，公园的春色，忙碌的市民，家
人的温情，都被他写成了诗词，留
下了岁月的记忆。

高洪彬说，已故的沧州诗词协
会原会长王永乐是他非常尊敬的师
长。“这两年水平有所提高，王老
先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据他介
绍，2018年，王老先生曾专门来早
餐店找过他，由此相识。后来，他
拿着自己创作的诗作上门拜访王老
师，两人摊开诗作，按照古韵、平
仄对格律，逐首、逐句、逐词、逐
字地推敲研究。“我记得王老先生
对我说，你的诗词写得很不错，可
以‘出师’了。”这句话让高洪彬
既高兴又感动。

10余年创作近500首诗词

一开始，高洪彬把自己写过的
诗词都记录在了 QQ 空间里，后来
又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朋友的鼓
励让他非常高兴。10多年来，他创
作了大约近 500首诗词，写景、状
物、抒情，越来越像模像样。市民
李洪军是高洪彬的朋友，很有书法
造诣，也是一位水果批发商，晚春
时节，他来到朋友店里，看到辛苦
劳作的朋友和店里琳琅满目、新鲜
翠绿的蔬菜，来了诗情，为好友做
诗一首：“本作擎天柱，还为弄墨
人。行车更载月，纳货影披晨。暄
市终怀志，静时焉道辛。纵观三室
色，四季俱如春。”李洪军看了高
洪彬的诗非常高兴，“老高把我的
大高个的特点、写书法的爱好和每
天劳作的辛苦都写出来了，我会好
好珍藏这首诗。”

2018年的一天，高洪彬因家中
有事需要歇业，就在黑板上写了一
首诗，将歇业的意思表达出来，竖
在了早餐店门前。“别人一看就明
白，这让我非常高兴。”之后，早
餐店的黑板就成了他发表诗词作品
的一个“窗口”。“现在，经常有人

专门来看我写的诗词，这也给了我
继续写下去的动力。”高洪彬说。

昨天，高洪彬又以 《沧州一
绝·炸老虎》 为题创作了一首诗

“狮城独一绝，餐点有文章；鸡蛋
做心胆，容颜化虎妆。坦然由火
烈，自在品油香；不与山林啸，任
人称大王。”高洪彬说，现在，他的
诗词创作已经越来越熟练了，而且
为了提高自己的古文学修养，他开
始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中国历史，并
练习书法。“中华传统文化真是博大
精深，越学越觉着自己的知识短
浅，但这也让我更有兴趣学下去。”

“““油条油条油条诗人诗人诗人”””
高洪彬高洪彬
本报记者 贾世峰 摄影报道

深夜学习创作诗词深夜学习创作诗词

精读《唐诗三百首》成了高洪
彬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