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县段大运河东岸，绿树掩映中，有个
普通的村庄：青县马厂镇王维屯村。村里有
个乡村记忆中心，里面藏了不少宝贝，我们
沿着运河一路迤逦来访。

村子里房舍整洁，广场敞阔，村路两边
电线杆上挂着一串串红灯笼，不少村民已住
进了楼房，一派新农村新风光新气象。绿树
林荫中，一座斑驳古色的“王维屯乡村记忆
中心”赫然眼前。

走进其中，目力所及都是老物件：碾
子、大车、扁担、木桶、老家具、货郎担、
剃头净面具、还有各式各样的灯具。

给我们做向导的，是77岁的杨植正。杨
植正是青县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有意思的
是，老人每介绍一个物件，必说上一段故
事，这故事还都跟大运河、跟红色文化有
关。

工具箱秘密传播党的早期声音

展室中陈列着很多过去人们使用的笼
屉、食盒，以及现在人们很少见到的张箩匠
喊板、马尾箩、工具箱等器皿。杨植正说，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声音，就是通过它们秘密
传播的。

1937年初，定州籍共产党员刘德太受党
组织派遣，以出售眼药为名来到青县北
部，秘密传播马列主义，物色共产党员人
选。青县曹寺村人樊云峰，家境贫寒，从
十几岁就外出扛活，后来拜师学习张马尾
箩、修笼屉。出师后经常在青县北部串乡
做买卖，后来结识了刘德太。二人情投意
合，关系密切。后来，刘德太告诉他自己
是中共党员，对他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并
派他到马厂兵营散发革命传单。经过一段
时间的考验，1937年 6月，在青县南王庄
大车店里，刘德太介绍樊云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樊云峰成为青县第一名中国共产
党员。

樊云峰入党后，与刘德太保持单线联
系，接受刘德太的直接领导。他利用到马厂
兵营等地张马尾箩、修笼屉的机会，将刘德
太事先写好的革命传单藏在工具箱内，秘密
散发张贴出去。樊云峰每次到马厂兵营散发
或张贴传单，刘德太都在附近的仁和镇等
候。

透过这些老物件，我们仿佛穿越时光，
看到一位张箩匠，戴着草帽、扛着工具箱，
行走在运河两岸。张箩、修笼屉只是一种身
份的掩护，党的早期声音就这样在青县一带
秘密传播。

那盏刻有“驱逐日寇”的油灯

陈列室中收藏着不少油灯，有的是狮子
型的，有的是侍女俑造型的，有的是小老鼠
上灯台的，有的是莲花状的，有的如玉净瓶
般又细又长、姿态各异，简直是一个小型的
油灯博览会。在密密麻麻的油灯中，杨植正
拿出一盏其貌不扬的油灯，指着上面的文字
说：“这可不是一盏简单的油灯，它是抗日
战争的最好见证。”

这盏油灯通体黑青色，造型简单，油灯
两头都是圆盘，上小下大，中间有圆柱相
连。仔细看，圆柱上刻有“驱逐日寇”四
字。杨植正说：“抗日战争时期，青县一带
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老百姓不甘心做亡国
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挖地道、埋地
雷、截敌船、修筑高房堡垒，与日伪军展开
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盏灯的后人说，这是
他们家在挖地道时，放在地道里照明用的。
后来抗战胜利后，地道废弃不用了，这盏灯
也从地下拿了上来。”

杨植正说，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非
常残酷。为了减少伤亡，很多百姓家挖有地
道，地道口直通村外。这样既可掩护八路军
干部，又能储藏粮米物品，以防被日伪军搜
刮一空。这盏油灯不大，“驱逐日寇”四个
字却不小，刻写得苍劲有力。幽暗的地道
里，独燃着一盏“驱逐日寇”的油灯，可见
抗战的艰辛与恶劣，更可见中国人民必胜的
信念。

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

老纺线机、织布机、鞋夹杆、小推车、
油灯……每经过一个老物件，杨植正总能讲
上一段红色的故事：“这是挖地道打鬼子用
的工具，这是战时支前用的小推车，这是做
军鞋时支的鞋夹杆，这是在运河上用来传递

情报的伯公灯，纺线机纺出来的线、织布机
织出来的布用来做了军装……”

杨植正介绍，青沧一带早在抗日战争时
期就有了八路军，1947年青沧战役后，这一
带就成了解放区，人们觉悟高，参加拥军支
前活动很踊跃。他引用当地老百姓的一首民
谣，来说明当时人们的支前热情是多么高
涨：“最后一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
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伤员
上；最后一个儿，扛枪上战场。”

划着凌排送军粮

在石碾旁，杨植正一边介绍石碾的用
途，一边讲起平津战役打响前，青沧人民支
前的动人故事。

“1948年 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几十万部队迅速入关，包
围平津。为了保证补给，解放区人民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青沧人民用碾子
磨面，做成军粮，通过运河送往平津。平
津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29 日开始，到 1949
年 1月 31日结束。运河上结冰后，王维屯
村及附近周边村民们就用凌排运军粮。”说
着，老人拿起了放在一侧的一个工具说：

“这叫冰锄子，木柄下装有铁制的锥型器。
运军粮的凌排是特制的，面积比普通的
大，运粮人站在凌排中央，用冰锄子在运
河冰面上划行。听老人们说，当年在运河
上，划着凌排送军粮的人很多，场面蔚为
壮观。”

杨植正说，近年来，随着农民们搬进
新民居，过上好日子，老物件逐渐失去了作
用。有感于此，王维屯村决定建立乡村记忆
中心，把王维屯及附近村民们不用的这些老
物件收藏到一起，进行展示。

展览馆里还收藏了不少老门窗、钟表、
匾额、楹联等老物件。每一个老物件，看似
陈旧，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或隐藏着鲜为
人知的故事。比如，雕有福禄寿喜窗棂的门
窗、运河人家使用的扁担、木桶、木盆、鱼
叉、鱼虾篓、轮式人畜提水车、破冰工具
等。它们展示了运河人家的生产生活状况，
隐藏着丰富的运河秘语。

红色运红色运河记忆河记忆：：划着凌排送军粮划着凌排送军粮
杨金丽 魏志广 陈立新 杨海利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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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心，把那些老物件里藏着的故事连在一起，就是一幅惊心动魄的革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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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探寻共产党人
的精神密码。5月6日至10日，民革沧州市委
组织部分党员赴上海、嘉兴等地参观学习，观
故居，忆初心，汲取奋进的精神力量。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长的见证
者，红色印记遍布城市角落。

位于兴业路 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是一幢老上海风格的二层小楼，青砖黛
瓦，质朴厚重。在这条老街中，看起来那么普
通，然而正是它，见证了中国开天辟地的历史
时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 7月 23
日，毛泽东、董必武等 13名热血青年，在中
国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代表全国 53名共产
党员，在这里秘密开会，通过党纲和决议。他
们慷慨陈词、豪情满怀，立誓要改天换地，捍
卫祖国的万里河山。

相距不过 1.3公里，绿树掩映着另一幢老
建筑，这里是中共“二大”会址。这次大会有
许多历史性的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
建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
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
定第一部党章……这里的空气因历史的厚重而
肃穆庄严，这里的一砖一瓦因伟人的指点江山
而熠熠生辉。

参观完“一大”“二大”会址，他们又怀
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上海人民英雄纪
念塔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四行仓库纪念
馆。当年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
为“八百壮士”，还被拍成电影《八佰》。虽然
人们对那场战争的惨烈都非常了解，但当看到
墙上密集的弹孔和硕大的窟窿时，还是禁不住
热泪长流。他们说，硝烟远逝，精神永存。我
们不会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不会忘
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要牢记历史、奋力前
行、兴我中华。

离开上海，赶往嘉兴南湖，去拜谒那条见
证中国命运的红船。碧波荡漾、红船静泊，
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在这条船上开
会、唱国际歌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民革前辈故居是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传
承爱国主义精神和宣传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载
体。几天时间里，他们先后参观了孙中山、宋
庆龄、柳亚子、朱学范、钱昌照、沈均儒、茅
盾、王昆仑等多位爱国先贤的故居，收获颇
丰。

民革沧州市委驻会副主委杨国忠感慨地
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组织
这次活动，意义重大。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
力量。我们一定会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不断
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职能，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 5月10日，肃宁籍
著名三弦制作大师、广宁乐器创始人宋广宁先
生，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 87岁。
作为我国著名的三弦制作大师，宋广宁在三弦
蒙皮技术和共鸣箱（琴鼓）制作方面有着独到
之处，经他改革后的三弦高音灵敏、清脆，低
音浑厚，上下把位平均，工艺达到了高级水
平，深得国内外演奏家的喜爱。

宋广宁，1934 年出生于肃宁县西宋庄
村，机缘巧合拜了“义和斋”的掌柜为师，从
此与民族乐器制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
公私合营成立北京民族乐器厂，宋广宁作为私
坊人员，受邀任京胡组组长。1957年北京民
族乐器厂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下 3000把三弦
的订单。宋广宁调入三弦组，按时完成订单
的同时他开始与著名音乐家萧剑声教授合作
研究改进传统三弦。1988年宋广宁担任组长
的北京民族乐器厂三弦组获集体改革奖，被
评为“全面优胜先进小组”，宋广宁、萧剑
声研制的加强型三弦获评国家文化部教育局

“文化科学技术进步奖”。经其研改制作的三
弦作为权威的象征被刻以《萧剑声设计、宋
广宁制作》的题款，成为乐器制作界老字号
的标志。宋广宁也因此被冠以“三弦大师”
的称号。

宋广宁制作的三弦，高音清脆，低音浑
厚，反应灵敏，便于演奏，就连装饰用的葫
芦头雕花都是精工细作，在业内堪称金牌。
当时推广三弦琴的大型演奏会上，全部都是
用“宋广宁制作”来演奏，得到了时任文化
部领导的肯定，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报》
都有过相关报道。

闯出一条路来！

在吴桥，说起关金钟，很多人尤其是上了
岁数的老人会情不自禁地提到一个词：“关金
钟——大包干——上棉花”。虽然他在吴桥工
作的时间不到两年，但他带动当地老百姓率先
实施农业“大包干”，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

关金钟是吴桥人。早年参加革命，1946
年入党，在南皮、中捷等地工作。1959年全
国“政法”战线英模会上，他受到毛泽东、周
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

1979年春，关金钟以县委副书记、“革委
会”主任的身份主持吴桥工作。踏上家乡的土
地，他的心一阵阵刺痛：全县469个大队，只
有百分之四十勉强维持温饱。

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他统一县委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农村实行“大包干”。

走访中，前郭村自己摸索实行的“五定一
奖”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他眼前一亮：这颗火
种，只要大风一吹，一定会在吴桥大地上熊熊
燃烧起来！

关金钟正式进驻前郭蹲点。吃住在前郭，
“帅帐”设在大队部的破院土房里——他要把
前郭的做法在全县推广。

关金钟认定这是一条解放农民积极性的必
由之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一个实行“大
包干”加棉花生产的思路，在他的脑海里渐渐
成熟。

顶着压力，上！

改革之路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思想仍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河北省
是受极左思想影响的重灾区。

“远学小岗，近学前郭，包干到户，大胆
改革。”1979年 7月 20日，关金钟此话一出，
一下炸了锅。只有少数干部支持他，大多数干
部思想还转不过弯儿来，担心政治出问题。

当年 8月 24日，
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
上，关金钟要求进一
步解放思想，把党的
现行政策落到实处。
他越说越激动，一把
摘下头上的帽子，往
台上一摔，激动地
说：“分田到户，就
这样干了！如果错
了，我负责任。我不
怕丢乌纱帽！”沉寂
片刻，会场上突然响
起雷鸣般的掌声，经
久不息！

“大包干”迅速
在全县蔓延开来。但在冀鲁交界的沟店铺大桥
上，在德州宁津、陵县农村的大街上、电线杆
上，却挂上了标语：坚决抵制吴桥资本主义复
辟风。

上级有关领导找关金钟谈话，别把步子迈
得太大。

有人心里敲小鼓。关金钟却心中笃定。对
不对，看庄稼好不好就知道。

9月下旬，《人民日报》内参报道了吴桥
县前郭大队“大包干”的消息。吴桥的做法得
到了肯定。

听说山东的“鲁棉一号”产量高，他找到
县供销社主任，用恳求的口吻说：“买种子的
20万元，不跟群众要行吗？”得到肯定的答复
后，关金钟哽咽了：“我替全县的棉农谢谢你
了。”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
自己的。农民的积极性抑制不住地洋溢开
来。

倒在心爱的田地里

要吃饭，就种棉。关金钟和千千万万吴桥
人一起，想象着棉桃绽放满地雪白的景象，盼
望着棉花大丰收。

1980 年 9 月 16 日，在于集公社机关礼
堂，县委召开全县联产计酬工作会，讲着话，
关金钟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有人劝他：“关
书记，你要保重身体呀，全县人民发家致富可
都指着你啦！”“不要紧，我能顶得住……”布
置完工作，他赶往麦田，察看秋收秋种情况。
在麦田里，他脸色蜡黄，双眉紧蹙，豆大的汗
珠往下滚，他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胸口……随
即，他被送往县医院抢救，诊断为心脏病，终
因医治无效，5天后，年仅56岁的他永远地离
开了为之倾注心血的这片土地。这一天，恰是
农历八月十五。

这一年，吴桥县平均单产皮棉 38公斤，
首次达到全地区人均分配收入第一名。1981
年单产皮棉达到51.5公斤，跃居全省第一。

关金钟去世后，吴桥当地的干部群众几千
人自发冒雨为他送行。如今，在吴桥说起关金
钟，很多熟悉他的人还不由自主地落泪唏嘘。

2018年，改革开放 40年。吴桥县政协为
纪念关金钟，出版《永远的记忆》一书。封面
上，戴着眼镜、温厚笑着的关金钟，仿佛从未
远去。

人们说，关金钟身上，不仅有焦裕禄一心
为党为民鞠躬尽瘁的无私奉献精神，还有改革
者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人物简介：
关金钟（1925

年—1980年），吴
桥人，1946 年入
党，早年参加革
命，新中国成立
后，在南皮、中捷、
吴桥等地工作。
1979年担任县委
副书记。主持工
作期间，带动当地
人民率先实行“大
包干”，最终积劳
成疾，倒在了这片
土地上。

41年前，一位县级干部顶住各方压力，率先实施农业“大包干”，发出我国农
村改革的先声，却积劳成疾，倒在了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土地上

关金钟关金钟：：吴桥改革之路的先行者吴桥改革之路的先行者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关金钟关金钟（（左二左二））在田地里和农民了解情况在田地里和农民了解情况

肃宁籍著名三弦制作大师肃宁籍著名三弦制作大师
宋广宁逝世宋广宁逝世

追寻红色印迹追寻红色印迹
不忘合作初不忘合作初心心
本报记者 周红红

杨植正杨植正（（前前））边介绍老物件边介绍老物件，，边讲解其中蕴含的红色故事边讲解其中蕴含的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