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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魏兰

香，74岁，黄骅市博

物馆原馆长。白手起

家建起一座博物馆，

改写了黄骅的历史，

使之从战国时期上溯

到了3000年前的细

石器时代。她领导下

的黄骅市博物馆，被

评为“全国文化先进

集体”“全国优秀地县

级博物馆”。她个人先

后获得文化部、人事

部、国家文物局等单

位授予的多项荣誉称

号。

搜集文物
她走遍黄骅所有自然村

魏兰香与文博工作结缘于
1979 年，至今已经 30 多年。74
岁的老人回忆起工作的起初，种
种经历仿佛如昨。

1979年，30多岁的魏兰香调
到当时的县文化馆。看着几十件
被称作文物的“瓶瓶罐罐”，她
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为
此，黄骅市原先的 331 个自然
村，魏兰香走了个遍。

有一截石碑，是一年麦熟时
节在羊二庄大坑里发现的。听到
消息，中午12时，她骑车带上才
5 岁的女儿，顶着炎炎烈日就奔
了去。盐碱地上不长树，15公里
土路连个荫凉都没有，汗水湿透

衣衫，孩子热得直哭。她把碑文
拓下来，跟村民们座谈，还顺便
征集了几枚铜钱，这才满载而
归。

旧城大堤柳村发现了宋墓
群，挖出来的瓷瓶瓷罐，被邻近
两个村的村民哄抢。她和同事闻
讯赶去，一家家地做工作，硬是
把20多件文物挨个要了回来。

聚馆古贡枣园申报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魏兰香无数次往返
于石家庄、北京之间游说。在省
里评审期间，有些专家和领导对
活着的植物申报“国保”不理
解，她就找省长、国家文物局的
领导和文物专家，向他们介绍古
贡枣园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
义，终于得到了国家文物局领导
和文物专家的认可。聚馆古贡枣
园也在 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

“国保”，开创了植物类“国保”
的先河。

为筹建博物馆
腊月二十六病倒他乡

早在1984年，魏兰香的心中
就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设想——建
一个博物馆，展示黄骅的历史和
未来。随着文物藏品日益增多，
文博事业不断发展，她的这个愿
望也愈加强烈起来。

在别人异样的目光里，魏兰
香踏上了漫漫求援路。她积极寻
求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北京、省城、地区三点一线地
跑。因为没有经费住宿，她每次
去石家庄都是早晨坐车去，下午
办事，晚上搭 1：30 的夜车往回
返，第二天还不耽误上班。1984
年农历腊月二十六，当别人欢欢
喜喜准备过年的时候，她却独自
一人病倒在了石家庄，高烧39度
多。

魏兰香的诚心赢得了各级领
导的支持，100 多万元的资金，
她是一万元、两万元、三万元、
五万元一点点筹集来的。

1989 年 11 月 1 日，占地 8
亩、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古香
古色的黄骅市博物馆正式向社会
开放了。许多人称它是黄骅市的

“大观园”“小故宫”，许多专
家、领导对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和

陈列形式给予了高度评价。8000
多件藏品，不只让这个县级博物
馆足够“富有”，最重要的是改
写了黄骅的历史，使之从战国时
期上溯到了3000年前的细石器时
代。

痴心文博
为了脚下这片土地

1999 年 5 月，魏兰香从奋斗
多年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原本可
以在家享享清福的她，却因工作
需要又于 2002年 7月被返聘，重
新担任博物馆馆长。

重返工作岗位，她的工作热
情更加高涨。为了修缮博物馆，
她把自己的一套房子卖掉，用10
万元卖房款垫付了修缮费。几年
间，她先后从省、国家、港口等
有关部门争取上级支持资金上百
万元，还经常和博物馆的同事们
加班加点地忙活。再次焕发生机
的博物馆，每年都要搞10个以上
主题展览，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
化生活。

“黄骅古为退海之地，2700
年前‘煮海为盐’，东汉时就有
过‘万灶青烟皆煮海’的盛况。
黄骅盐区集中，形似一座天然博
物馆，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资
源，建一座海盐博物馆……”为
了这一设想，63岁那年，魏兰香
主动请缨筹建海盐博物馆。

从内蒙古、甘肃到青海，她
和同事参观了26个产盐省份博物
馆，布展、摆放物品、灯光等都
作了研究。终于，2009年 10月，
河北海盐博物馆在黄骅市正式开
馆。

2019年，位于黄骅市羊二庄
回族镇的海丰镇遗址博物馆正式
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标志着黄骅
市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工作进入新阶段。

……
这些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事，

在魏兰香的努力下，已经一点点
地成为现实。

2013年12月，她从黄骅市博
物馆离开。半生获奖无数，但最
让魏兰香感到自豪的，却是她脚
下的这片土地，正变得越来越
美。

魏兰香魏兰香魏兰香
唤醒沉睡的历史唤醒沉睡的历史唤醒沉睡的历史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上，镌刻着 83 名革命烈士的英
名。其中的郝克勤，沧县人，
1921年入党，1923年牺牲。

沧州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在
党史研究中发现这一信息后，立
刻预感到其分量：作为中国共产
党的早期党员，郝克勤应青史留
名，但家乡人对其人其事知之不
详。他们希望借助 《沧州日报》
查找到更多有关郝克勤的信息，
比如，他的出生年月、家为沧县
何地等。

北大烈士纪念碑上
有咱沧州英豪

北京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
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由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题写碑
名，碑上镌刻着从 1919年“五四
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
利期间、北大(含西南联大、燕京
大学)师生和校友中83位革命烈士
的英名。纪念碑位于静园内，与
周围的柏林、果树、草地融为一
体。上面按不同年代，将烈士英
名及生卒年月镌刻其上，以供瞻
仰。

按照英烈生卒年排序，可以
依次看到众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赫赫有名的党员：李大钊、邓
中夏、高君宇、张太雷……而第
七位郝克勤，来自沧州。

在《北大英烈》一书中，沧
州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查到了郝
克勤的生平介绍：郝克勤 (？—
1923 年) ，河北省沧县人，北京
大学印刷厂领班工人，“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1921
年下半年入党。1921 年，党的北
京地委机关刊物《工人周报》曾
在北大印刷厂秘密印刷。1923年3
月，《工人周报》被京师军警督察
机关查封，郝克勤被捕，判刑两
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派到
河南工作。在赴洛阳途中被当地
驻军逮捕，解押开封，被判死
刑，在开封南关外就义。

丰富沧州党史内容
让我们一起为郝克勤寻亲

按照目前 《中国共产党沧
州历史》 一书所述，沧州入党
最 早 的 是 张 申 府 ， 1920 年 入
党；第二位是 1922 年入党的张
隐韬。长期以来，沧州没有人

知道还有一位 1921 年入党的沧
州籍共产党先驱。无论是入党
时间，还是为革命抛头颅、洒
热血，郝克勤都应在沧州党史
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郝
克勤在北大印刷厂工作，是“北
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
员。他极有可能与李大钊、陈独
秀、张申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人，及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
等早期共产党员相识，且有联
系。张申府是沧县小垛庄人（当
时属献县），郝克勤也是沧县人，
相距不远，且同在北大，都信仰马
克思主义，他们是否有更多联系？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我们还无法获
知更多细节，但毋庸置疑的是，这
肯定丰富了沧州党史的内容，让沧
州红色文化更为厚重。

沧州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说，可惜的是，因为查到的资料
有限，目前只知道郝克勤是沧县
人，无法确定到底在沧县何处。
他希望《沧州日报》读者一起找
寻郝克勤烈士的更多信息。

读者朋友，有知情者请与沧州
日报记者联系。

电话18633720780

北大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北大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有一位有一位19211921年入党的沧州籍先驱年入党的沧州籍先驱

谁知道早期党员郝克勤谁知道早期党员郝克勤谁知道早期党员郝克勤？？？
本报记者 杨金丽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本报讯 （杨静然 金连广） 近日，
受 86 岁的翟玉琢遗孀姜秀兰老人委
托，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德峰专
程到海兴县图书馆新馆，捐赠党史等社
科类图书300册，完成了翟玉琢老人的
生前遗愿。

翟玉琢，曾任沧州地委副秘书长、
党史研究室主任，出版有纪实文学、文
集、诗集《地浪天涛》《救国序曲》《实
话诗说》《退结斋文存》等多部作品。
翟玉琢、姜秀兰夫妇原籍都是海兴县，
对家乡感情深厚。这些翟玉琢生前图书
丰富了海兴图书馆馆藏，受到海兴县文
广旅局、图书馆负责人热烈欢迎和高度
评价。

完成党史研究者遗愿完成党史研究者遗愿

图书捐赠海兴图书馆图书捐赠海兴图书馆

“母亲大人：
慈训不觉十有余年，每次未能侍奉

庭帏，为不孝莫续之罪，伏维玉体安
康，起居时常，为颂为祷。儿等自到南
洋谋生以来，生活初尔适宜，后因日日
去南进，缅甸沦陷，至此乃大受挫
折……父亲则平安如故，此间情形，当
为转达诸亲友，母亲安全幸福示知，以
使付款通邮耳，肃此并请金安。

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不肖儿 范立产 叩”

这是一封远渡重洋的信，从遥远的
缅甸寄到了当时的吴桥范家屯。沉寂数
十年后，吴桥学者、杂技文化研究者杨
双印在范屯村收集史料时偶然发现，并
把这封信捐给了沧州博物馆，保存至
今。

写信人名叫范立产，是一位定居在
缅甸的吴桥杂技艺人，他因思母心切写
了这封信。范立产在信中介绍了自己到
缅甸后的生活情况，打算三四年后与父
亲一同回家，让母亲不要牵挂远在异国
的父子。

信中字里行间满怀深情，流露出范
立产对母亲的思念以及愧疚之情。

仔细端详信件，不难发现，最后的
署名“范立产”3个字与正文中流畅的
字体相比，差别十分明显。博物馆的工
作人员猜测，信件是由人代写、最后再
由写信人亲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很多
艺人都没读过几年书就开始跟着师傅们
学习杂耍，以致后来读信、写信等都要
找人帮忙。”

“民国时期，灾荒和战乱迫使部分
吴桥杂技艺人选择背井离乡、远走他
方。沿途，他们一边靠表演维持生计一
边走，试图走出国门。”博物馆的工作
人员说，吴桥杂技艺人出国的线路主要
有两条，一条是往北，从东北和内蒙古
出境，经由俄罗斯到达欧洲。著名的杂
技艺术家孙福有第一次出国，就是走的
这条路。另外一条就是去朝鲜、日本和
东南亚国家，写信人范立产就是这样出
去的。

“范屯村当时出国的杂技艺人很
多，他们大多都是亲属关系。而出去之
后，部分艺人就转行了，做生意、开铺
子等等。”工作人员说。

这封信的信封也基本上完整地保存
下来，收信人写的是“河北吴桥七区范
家屯 范立功”，寄信人写的是“山东
黄县某村区北马镇 天津市中华技艺
团 范立产”。

信件的日期是民国三十五年，也就
是 1946 年 4 月 13 日。此时，吴桥县境
内已经全部解放，吴桥县政府驻今铁城
镇，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属山东，直到
1952 年 10 月 7 日，吴桥县划归河北
省，属沧县专区。

而信封上的“中华技艺团”，史料
记载其前身是由山东马戏艺人创建的中
华马戏团， 这似乎印证了杂技艺人行
走江湖得出的共识：“在家靠父母，出
门靠朋友。”杂技艺人走到哪里，都是
一家人。

“范立产大概知道国内解放战争还
没有结束，所以先把信寄到了山东的杂
技团朋友那里，再由朋友寄回家乡。而

‘范立功’也应该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
人。”工作人员猜测道。

清晨5时30分，东光小城的灯还
没亮几盏，李耀明整理好需要的文具
就发动了汽车，满满的一车。“六
一”儿童节前夕，爱心联盟要去慰问
贫困儿童。

漫漫公益路，已是 10 年长。李
耀明说，做公益有“瘾”，当看见孩
子们那双清澈渴望的眼睛时，他就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0 年来，东光爱心联盟的每次
公益活动，几乎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连续3年的“阳光爱心粥屋”，全年4
个月，他出勤率都在100天以上；近
10年来，他累计捐款8万多元，主动
承担饭费 1万余元，义务出车 4万多
公里。

65 岁的李耀明自幼家贫，屡遭
变故，但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
还是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乐于助人、
无私奉献的种子。

上小学时，李耀明的爷爷负责
村南公路两侧的树木看管，放学后
或者周六日，他经常帮着爷爷平整
街巷。帮助村里的老大娘担水、打
扫院子，帮着劳动力少的人家割麦
子。到初中，李耀明利用节假日打
草、拾废品换来的钱买来了推子，
组织了后屯中学“学雷锋小组”，利
用课余时间义务为同学们理发。而
今，他高超的理发手艺就是那个时
候打下的基础。

1983 年，李耀明光荣退伍，被
安置在东光县第一建筑公司工作。转
眼到了 2011 年，中秋前的那一天，
李耀明加班后回家的路上，路过县城
南关路口时，正赶上一群身穿红色马
甲的爱心人士搞活动。那一团红，刹
那间吸引了他的目光。

经仔细询问得知，这是东光爱心
联盟的一次节日慰问特困户、贫困生
活动。活动负责人陈万里还概括地介
绍了爱心联盟的具体情况，李耀明当
即加入了这个爱心组织。

“成人之美为最美，引人行善为
最善。无论钱多少，无论贡献大小，
在帮助他人时，我收获了同样的快

乐。”这是李耀明在加入爱心联盟后
最直接的感受。从此，李耀明的爱心
捐助活动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元、几
百元、几千元，出车、捐物，做公益
成了李耀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李毅是东光县找王镇班庄村人，
现就读于东光县第一中学。他从小由
堂姐抚养长大，小学三年级时，爱心
联盟开始资助，已将近 10 年。2018
年8月19日，刚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
的李毅突患脑积水住进了市中心医
院，急需手术。李耀明开车第一时间
赶到医院。经了解，预计医疗费用农
合报销后自费大概3万元左右。

当机立断。当天，李耀明就在爱
心联盟“微信群”和“公众号”发起
了为李毅募集善款的“倡议书”。短
短 4 个多小时，就为李毅筹集善款
16630元。

因手术，李毅休学一年。手术后
也一直用药。“这个是李毅住的房
间，这个是我住的房间。”说话间，
李耀明指着屋里的两个房间说。去年
入冬前，李耀明考虑到李毅周末回老
家的“取暖”问题，主动向爱心联盟
提出，让周末放学后的李毅住在自己
家里，自己负责他的吃住。

张倩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
命。2017 年，爱心联盟志愿者通过
爱心人士提供的信息，接触到了正准
备升入高中的张倩。那时的张倩，在
生活中不仅需要承担起照顾生病父亲
的重担，还利用闲暇时间勤工俭学。
升入高中后，张倩在校成绩一直十分
优异。李耀明为了让张倩减少奔波劳
顿与节省时间，能多与父亲见面，一
直和志愿者专车接送张倩往返于学
校、医院和家之间。后来，张倩的父
亲意外离世，李耀明等爱心志愿者像
亲人一样忙前跑后。他还自掏腰包雇
来了车辆，和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帮
助张倩妥善处理了后事。

“公益这件事，可以做一辈子。
只要条件允许，我会一直做下去。”
李耀明说。

百岁老人笑对人生百岁老人笑对人生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刘卫国

沧县杜林回族乡杜林村北街有个
四世同堂的家庭，“大家长”是99岁
的陈树芝老人。

她耳朵有些背，但眼不花，还很
健谈。面对生活乐观积极，规律的作
息和饮食让她精神矍铄。

养生有道

5月的一个上午，和煦的阳光照
进杜林村的一座临街楼房。“哈哈
哈”的笑声不时传出。陈树芝正在家
中乐呵呵地与儿子、儿媳聊天。

老人雪白的发丝梳得整整齐齐，
一袭红衫干净喜庆。她身体健康，见
到记者进门，热情地打着招呼。

“来，快坐下。”“离得远不远？”
“喝点水。”老人眼睛里闪烁着慈祥的
光芒，说起话来清脆利落。

提起长寿的秘诀，陈树芝的儿子
曹锡恩说，老人生活规律，一天三顿
饭不挑食，偶尔还喝点酒。“老人最
爱吃的还是肉，每天都吃肉，且爱吃
肥肉。5年前，老太太一个人能吃进
去一个肘子。”他笑着说，肥肉没少
吃，可老人的血脂、血糖、血压都非
常标准，比很多年轻人都正常。

陈树芝老人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
儿。每逢儿媳做活认不上针时，老人
都能迎刃而解。几年前，老人还经常
坐在桌前绣十字绣，绣好的“牡丹
图”“全家福”就送给家人。

曹锡恩说，平日里，老人最大的
爱好就是听戏，每天晚饭后，就独自
在房间里看央视的戏曲频道，困了就
睡，睡醒了接着看。

家风和睦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每逢节假日，奔忙在外的曹家子

孙都会不约而同地赶回家中，围绕在
陈树芝的身边。

“ 奶 奶 ， 我 买 了 您 最 爱 吃 的
肉。”“奶奶，这些都是应季的新鲜
水果。” 数十儿孙欢聚一堂，儿女
嘘寒问暖、曾孙追逐打闹，热闹不
已。

如今生活安逸平静，而年轻时，
为了养家糊口，陈树芝没少受罪。
1922 年，她就生在沧县大官厅乡一
户普通农户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
和家人不得不出去逃难，在天津纺纱
厂打工。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家成了
亲。结婚后，为了贴补家用，老人一
边照顾孩子一边干零活，修河堤、纺
纱线，什么杂活都干过。

在曹锡恩的眼中，母亲不仅吃苦
耐劳，还是个知识青年。

“母亲小时候上过两年学，但后
来因为战乱而中断，只认识些许汉
字。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扫盲班，母
亲在那学了不少知识。”陈树芝爱看
书，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好好读书。
现如今，老人仍能看书看报。

知足常乐

曹家子孝孙贤，和睦的家风在杜
林村远近闻名。

曹锡恩说，打记事起，就没听母
亲说过别人的不是。他和妻子结婚
50 多年，母亲始终跟着他们生活，
婆媳间也从未有过矛盾。

这份豁达和乐观也是陈树芝长寿
的秘诀之一。

在村里，谁家遇到困难，老人都
想办法去帮一把。十几年前，一墙之
隔的邻居家因为开豆腐坊无暇照顾孩
子，陈树芝就带着孩子在自家院落里
玩，一带好几年。孩子慢慢长大，就
把陈树芝当成亲奶奶般，逢年过节都
来探望。

她常常教育自己的儿女，做人要
正直，要多帮助别人。在老人的影响
下，儿女们都活跃于医疗、教育等各
行各业，儿子曹锡恩曾获得“省劳动
模范”称号。

经历了上个世纪的苦难，见证
了中国百年的变迁，陈树芝更深知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今，
老人身体健康，还能读书看报，在
村里出了名。村民们都说，老人心
眼儿好，才如此长寿。而老人认
为，除了孩子们孝顺，她也赶上了
好时代、好政策。

李李耀明耀明 做一辈子公益做一辈子公益
齐斐斐 林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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