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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救国
爱国商人兴建火柴厂

老人介绍说，泊头火柴厂的前身是
泊镇永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1912年诞
生。也恰恰是这一年，中国进口火柴数
量达到了最高峰。

公司是在清末民初实业救国的背景
下筹建的，由沧县兴济商人钱立亭发
起。钱立亭早年在天津等地经商，目睹
帝国主义列强以洋火、洋烟、洋油、洋
蜡等商品赚取中国大量白银，于是萌生
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最初，火柴厂厂址
选在沧县兴济镇。

当时火柴界为减少竞争，曾请示政
府设立了三百里经济保护圈。为避开圈
内的天津华昌等火柴厂，他们最终选定
泊镇。而泊镇地处京杭大运河要津，铁
路、公路贯通四方，商号云集，水源充
足，有大批农民和闲散市民作为劳动
力，也非常适合发展工业。

1912年 5月 22日，泊镇永华火柴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破土动工。

火柴厂建起来了，最初几年，公司
经营形势尚可。然而，在1916年，由于
原料问题，生产出的火柴发火不好，被
大量退货，导致产品积压。资金不能周
转，生产无法维持，火柴厂一时陷入窘
境。

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冯国璋听闻
后，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押运 4万元现洋
到泊镇入股。这样，火柴厂起死回生，
销路迅速好转。

1937年泊镇被日军占领，日军以火
柴是特殊产业为由，对火柴厂实行军事
管制，再加上工人的不断反抗和斗争，
火柴生产、销售困难。1944年秋天，终
因亏累严重不得不停工。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阻挠八路军
解放泊镇，1945年 8月 31日夜，决堤放
水。永华火柴公司地势较低又处于决口
正流，所有设备、成品和原材料全部浸
泡在水中，厂房也倒塌 300余间，公司
被迫再次停工停产，遭受了创建以来最
大的一次损失。

公私合营
华北首家公私合营企业

泊头党史办保存的一份资料，对公
私合营改制那段历史做了详细记录——

1946年 5月泊镇解放后，新组建的
泊头市委、市政府开始大力扶植民族工
商业。“永华”是当时冀中解放区最大的
私营民族工业企业，所以恢复公司的生
产不但是战争与群众生活的需要，而且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当时的公司正全部停工，经理和股
东们都已逃往天津避难。在这种情况
下，泊头市委、市政府首先派人和在厂
的公司代表取得联系，然后又与公司代
表一道赴津商谈复工问题，并在原料采

购、厂房修复、机器维修等诸多方面给
予帮助。

经过半年的努力，公司于1946年12
月 1 日正式复工。为了恢复公司的生
产，保证战时火柴供给和边区人民生活
需要，1947年 3月，经冀中行署批准在
泊头市成立了冀中火柴指导处。指导处
在恢复发展该公司生产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解决了公司在生产经营各环节上的
一系列困难，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1947年12月初，公司代理人向泊头
市政府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1948年
2月1日，冀中行署和永华火柴公司正式
签订了公私合营协议书。从此，在泊头
诞生了华北地区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母鸡工厂”
曾用盈利建起多家企业

作为华北地区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
企业，永华的做法和经验为新中国成立
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947年 6月，公司只有 5名中共党
员。1948年公私合营后，发展到 30多
名，而且此时党组织也已经公开。共
产党员成为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并
开展了以打倒封建势力和废除压迫工
人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运动，
工人从此开始有了参与企业管理的权
利，从而为企业管理向高层次发展铺
平了道路。

工人当家做主，积极性空前高涨，
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复工仅半年
时间，生产力就恢复到了最高水平。
1948年总产量比泊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1949年总产量，
又比1948年增长了一倍多，发展速度惊
人。因此，公司多次受到冀中行署的嘉
奖和表扬。

公司产量和利润的大幅度增长，不
但为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支援解放战争
作出了贡献，而且积累了大量资金。辛
集化工厂、河间面粉厂、高阳染织厂等
企业，就是利用这些资金建起的，因此
永华火柴公司曾被冀中行署誉为“母鸡
工厂”。

1950年 5月，泊镇永华火柴股份有
限公司全部归属国有，成为全国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最早的企业之一，更名为河
北省省营泊头火柴厂。从此，泊头火柴
一路凯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并一度
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火柴生产厂家。

如今，泊头火柴虽已不再属于这个
时代，但一盒小小的火柴，却让当年的
中国人看到了国货自强的希望。对于我
国民族工业来说，它是最早的民族传统
工业的翘楚，是中国百年经济史上的改
革先锋；对于像魏金友这样的工厂职工
以及众多普通民众来说，泊头火柴摇曳
的，永远是一抹记忆中的温暖和明亮。

（感谢泊头市委党史办原主任董书明
提供相关资料）

今年“七一”党的生日前，
在护工的搀扶下，谢清洁再次交
纳特殊党费。每年党的生日交纳
特殊党费，谢清洁已坚持20多年。

一提“沧州好人”，很多人脑
海中都会浮现出谢清洁的形象。
助学、助困、为灾区捐款等，总
能看到她的身影。这不是一年两
年，而是60多年。

一辈子做好事的
“雷锋奶奶”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曾
以《“雷锋奶奶”谢清洁：好事
做了一辈子》为题，报道了她一
辈子做好事的故事。谢清洁做好
事，要从她少女时代说起。

谢清洁 1938年出生在四川山
区，受家庭影响，总爱助人为
乐。她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
下。上世纪 60年代，谢清洁曾 3
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的
话，成为她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

上世纪 80年代初，谢清洁随
丈夫转业来到沧州。她听说福利
院有一群没人要的孩子，于是，
买上水果、衣服去看望孩子们。
也就是从那时起，每月的第四周
周末，她都要带着理发工具，买
上老人孩子爱吃的水果、糕点等
食品，来到沧州市福利院，为残
疾孩子和孤寡老人理发、剪指
甲，和他们唠嗑，过年了给他们
包饺子……

1990年1月，从沧州电业局退
休后，谢清洁毛遂自荐来到北环
桥居委会义务帮忙，4年后，担任
党支部书记。后来，她主动让位
给年轻人，当起了副书记。街道
上的事，居民们的事，她都热心
去做。她不顾自身体弱有病，千
方百计帮助不少残疾、无业人员
找到谋生之路。

每年春节，她都带着自己掏
钱买来的米、面、油和慰问金看
望辖区内的特困户，每年“六
一”“七一”、重阳节、春节，她
都专程看望贫困、残疾孩子和孤
寡老人。这些事，她已坚持了 30
年，后来身体状况不允许亲自去
了，她就拿出钱，委托志愿者们
去做。

“抠门儿老人”
立志捐款到百万元

在家人眼里，谢清洁永远是
“抠门儿”的。她舍不得买新衣
服，家人给她买菜的钱，她都偷
偷省下来，不是去菜市场上捡菜
商剩下不要的，就是花最少的钱
买最便宜的。

但是，这些年来，她却给很
多人捐过钱：街道上生活困难的
群众，她捐；每次国家有地方受
灾，她捐；上学困难的贫困孩
子，她捐……熟悉她的人，都说
她是逢难必捐。

她不是大款，挣的是“死工
资”。年轻时一个月挣二三十
元，每次她捐三元五元；后来工
资涨了，捐款数额也水涨船高。
只要是看见有助学、扶贫的消
息，她几乎一次不落地跑去捐
款。

此外，每年“七一”前夕，
她都以交纳特殊党费的形式，来
欢庆党的生日。

“今年是建党百年，我争取捐
款达到 100万元！”她激动地说，
要以这种形式为党庆祝百岁生日。

谢清洁说：“我比雷锋大一
岁，是雷锋的姐姐。雷锋没做完
的事，我要一辈子去做。”一本
《雷锋日记》，她不知读了多少
遍，自己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
惯。几十年来，她写了100多本日
记。

“清洁精神”
在志愿团队传承

2007年，谢清洁荣获首届“沧
州好人”；2008年，她荣登“中国好人
榜”；同年，“清洁爱心志愿者服务
队”成立；2010年，“谢清洁爱心传
承基地”成立；不久，受谢清洁精
神的影响，各种志愿者组织雨后春
笋般地在沧州各地涌现，做好事、
当好人成为良好风气……

清洁爱心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13年来，队伍不断壮大，沧州电
大、新华小学、港泰学校、沧州
公交四公司、沧州武警支队、高
速北站等都先后以谢清洁的名字
成立清洁爱心志愿者服务队。他
们访老助学、扶贫助困，延续着
谢清洁的爱心精神。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
谢清洁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先是一
天早起上班时不慎出了车祸，摔成
腰部骨折，后来患上了帕金森综合
症，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

在还能挪动的时候，她坚持让
护工扶着自己去单位上班。直到身
体一点儿都不能动了，才不得不放
弃。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着自己
的信念：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

由于病痛的折磨，如今谢清
洁瘦得只剩 30多公斤。这个弱小
的身躯内，却蕴藏着巨大的精神
力量。这力量就是清洁精神。如
今，清洁精神在沧州这座“好人
之城”不断延续、传扬。

人物简介：
谢 清 洁 ，

1939 年 9 月 5
日出生在四川
万州，1966年7
月1日入党，沧
州供电公司职
工。退休后主
动到沧州市北
环桥社区居委
会做“义工”，几
十年如一日热
心助人，千方百
计帮助残疾人
和无业人员找
工作，每年“七
一”前交纳特殊
党费，她捐资助
学，扶贫救灾，
几十年累计捐
款近百万元。
获得“中国雷锋
奖”等荣誉。在
她的影响带动
下，沧州市先后
成立了一支支
爱心志愿者队
伍。

谢谢清洁清洁：：好事做了一辈子好事做了一辈子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在时中秀家，刚刚落座，她拿
出一个笔记本。打开来，一页页翻
着，上面写满了学生们在市级、省
级、乃至全国、亚洲、世界武术比
赛上获得的名次。这些成绩，从
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且以冠军为
多。从中还能看到不少享誉全国武
术界的运动员的名字：王晓楠、崔
文娟、阚文聪……

在这个本子上可以看到：从
1990年到2011年，在她的带领下，
学生们29次获得河北省武术套路女
子团体第一名、集体项目第一；4年
一届的全运会武术比赛，由沧州输
送的优秀人才连续蝉联5届冠军；还
拿过4届世锦赛冠军……

本子很普通，却是世界上最有
分量、最金贵的笔记本。今天，就
让我们走进它的拥有者：“金牌教
练”时中秀。

一日为教练 一生为教练

1976年，时中秀调入当时的沧
州地区体校，成了一名武术教练。
那一年，她24岁。45年过去了，如
今，她依然每天出现在体校的训练
场上。

武术的根早在十几岁时就扎下
了。那时，她在老家兴济，课余跟
同学的父亲邓松涛学武，曾多次参
加沧州武术比赛，并频频获奖。后
来，她下乡劳动、参加工作，师从
刘鸿昌教练，练武始终没放下。来
到体校后，她就像一粒种子找到了
深厚的土壤，在武术的天地里深深
地扎根、生长。

到基层挑选“好苗子”，是她多
年来坚持的一个习惯。她一次次走
进乡间学校，与一位位体育老师联
系，通过自己的视角考察孩子们的
身体素质。沧州首个世界冠军王晓
楠、“太极皇后”崔文娟、全能冠军
阚文聪……都是她从基层挑上来的。

一辈子只干一件事，那就是当

教练。时中秀用近乎工匠般的精雕
细刻，创造出了武术教学的一个个
奇迹：培养出4名国际级运动健将、
13名国家级运动健将！

场上的教头 家里的妈妈

对学生们来说，时中秀既是严
厉的教练，又是慈祥的妈妈。

1970——1980 年代，条件艰
苦，她和弟子们挖一条长沟，里面
铺上草垫子，让孩子们做跑、跳动
作。开始她和孩子们睡在一个宿舍
里，大通铺，白天卷上铺盖卷，宿
舍就成了练功房。许多孩子来自农
村，卫生条件差，每当孩子们返校，
她还要操心孩子们的个人卫生。

不仅要当孩子们的教练，时中
秀还是他们的妈妈。大赛前的集训，
为给孩子们增加体能，训练前只要
有时间，她就烙一摞大饼，炖好牛
肉，给孩子们加餐。有的孩子家庭
困难，有的是单亲家庭……不管孩
子们遇到什么难处，时中秀的家就
是孩子们的家，她管吃管住，操心
着他们的大事小情。

每年大年初三，当初的孩子们
都要到时中秀家中相聚。天南海北、

各有成就的他们，心里永远惦记着
这个家，记挂着这个如妈妈般慈爱
的教练。

用一生的长度来弘扬武术

时中秀担任教练的 20 多年
间，河北、全国、世界武坛的冠
军，几乎被沧州武术运动员独占：
王晓楠，2001年第 9届全运会金
牌、世锦赛金牌；崔文娟，第 10
届、11届全运会冠军、世锦赛冠
军、亚锦赛冠军、东亚运动会冠
军、奥运会武术比赛冠军；阚文
聪，第 12届、13届全运会冠军、
第 16届、17届亚运会冠军、两届
世锦赛冠军……

2007年，时中秀退休。让人们
没想到的是，在训练场上操劳了大
半辈子的时中秀，退休后依然选择
留在这里。“武术需要传承，我愿意
用一生来做这件事。”她说。

如今，时中秀不仅坚守在沧州
体校武术训练场上，她还是沧州群
英武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在整理出版图书书籍、加强对外武
术文化交流、培养优秀武术人才等
方面，继续发光发热。

时中秀时中秀：：沧州武术沧州武术““功勋教练功勋教练””
本报记者 杨金丽人物简介：

时 中 秀 ：
1952 年生，沧
县 兴 济 人 ，
1990 年入党。
沧州体育运动
学校高级武术
教练、沧州市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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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教练”。

72岁的魏金友老人，每次经过泊头火柴厂，都会忍不住驻
足。

虽然工厂倒闭已经快 10年，门楼上的那几个大字也已斑
驳，但在他眼中却依然明亮——因为这里承载着几代人奋斗的
足迹，铭刻着几代人百余年的温暖记忆。

魏金友是火柴厂的老职工，1972年入厂，2004年退休。两
个孩子也都是厂里的员工。可以说，对厂里的一草一木，他都
熟悉；对火柴厂的百年历程，创业之初的那些往事，更是如数
家珍。每每提起，他语气里都是自豪：“我们的火柴厂，曾是
华北地区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还一度是中国甚至亚洲最大的
火柴生产厂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