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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札记
见到刘桂珍老人，她给我们的第一印

象是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刘桂珍老人
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她到北京参加阅
兵式。

因此，当我们提议讲讲过去的故事
时，刘桂珍老人就从参加阅兵式开始打开
了话匣子，讲述起了作为支前模范的前前
后后。

作为支前模范，刘桂珍老人在抗日战
争中付出了太多太多，亲人的牺牲、战友
的牺牲，血与火的磨难让她成长为一名真
正的战士、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作为支前模范，刘桂珍老人有幸坐上
了阅兵方队的车辆，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阅兵式。这荣誉是给她的，也是给她牺牲
的亲人和战友的。

刘桂珍老人说，祖国强大了是最幸福
的事儿，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战友和亲人
们，看到祖国的今天，一定会感到格外欣
慰。

人物简介：刘桂珍，任丘市梁召镇北芦张村人，1928年1月出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丘市议论堡镇阁辛庄村一处普通农家小
院，收拾得干净整洁。94岁的“革命母亲”刘
桂珍跟二儿子、二儿媳住在这里。见到我们到
来，刘桂珍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

“我现在除了腿不太方便，身体好着呢！
2015年，我还作为支前模范到北京参加了阅
兵式呢！”刘桂珍满脸自豪，她讲到的阅兵
式，就是 2015年 9月 3日举办的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阅兵式。

“阅兵式那天，我在第一方队。这个方队
有 30辆车，我坐在 10号车上。”刘桂珍讲述
着，二儿子邓国平翻出当时的照片，只见刘桂

珍胸前戴着5枚奖章，手里拿着一束红花，腰
背挺直坐在车上，看上去格外精神。

“和战争时期比起来，现在国家的军事力
量真是强了百倍、千倍，再也不怕别人欺负
了！在方队经过天安门时，我们都把花挥舞
起来，挥得真带劲！”参加阅兵式让刘桂珍震
撼的同时，更让她感到振奋。

刘桂珍说，看到阅兵式上的现代化军事
装备，她想起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专门给八路
军做枪、做子弹的父亲。

“日本鬼子知道后，就把我父亲抓了去，
不光把眼弄瞎了，还把父亲打得全身都是
伤，但父亲什么都没说。等我们把他接回家
时，人就不行了。”回忆当年父亲牺牲的事，
刘桂珍眼里含着泪花。她说，自己的大哥当
时是村长，只要得知鬼子要来的消息，就让
她去给八路军报信。那时，村与村之间都有
战壕、地道相连，村边还有很多芦苇地，刘
桂珍虽然只有十几岁，但胆子大，头脑灵活。

有一次，送信途中突然遇到敌人巡逻。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她机警地躲进附近的柴
草垛里，一躲就是两个小时，等敌人的队伍

走远了她才出来，一路小跑及时把信送给八
路军。

面对日军残暴及身边亲朋的悲惨遭遇，
刘桂珍主动加入妇救会组织，并很快成长起
来，成为村妇救会主任。

“八路军在打周边广安炮楼、北魏炮楼和
西凉炮楼时，我领着妇救会的成员为他们站
岗放哨、传递信息。”刘桂珍说，“打广安炮
楼那场战斗十分激烈，受伤的战士有 500多
人。”那时，刘桂珍积极组织妇救会成员将伤
员运送到当时的政府医院。

“我们虽然没能上战场杀敌，但可以为八
路军和游击队做饭、洗衣服、照看伤员。”刘
桂珍家是堡垒户，多次接待八路军将士、掩
护伤员，常常和村民到附近的据点把负伤的
战士接到村里、送到医院。她为抗战作出很
大贡献，刘桂珍获得 3 次嘉奖、2 次奖励。
1944年，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5 年 9 月，她作为妇救会的优秀模
范，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式，她拿出 5
枚珍藏的荣誉勋章戴在胸前。那时，心中感
到自豪又荣幸。

刘桂珍说，很多战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
解放而英勇牺牲。她能参加阅兵式，就是替
父亲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看一看祖国的强大。

新中国成立后，刘桂珍和丈夫邓泽庭一起
做村里的征兵工作。在刘桂珍的影响下，二儿
子邓国平当了兵，邓国平的儿子也参了军
（2012年在执行运输保障任务中因公牺牲）。

刘桂珍原来与几个孙子住在任丘市梁召
镇北芦张村，虽然年龄大，但身体硬朗。多
年来，刘桂珍不愿给儿孙添麻烦，始终坚持
自己洗衣、做饭。儿孙们都很孝顺，有好吃
的就给她送过去。只要身体允许，刘桂珍都
会参加村里的党员代表会，了解村里的新变
化和党的新政策。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老人还拿出200元钱支持抗疫。

2020年 7月，刘桂珍不小心摔折腿。出
院后，二儿子、二儿媳就把她接到了议论堡
镇阁辛庄村一起生活。现在，二儿子、二儿
媳把老人照顾得很好。天气好时，他们都会
扶母亲到院子里晒晒太阳……

““革命母亲革命母亲””刘桂珍刘桂珍：：

作为作为支前模范参加支前模范参加阅兵式阅兵式
本报记者 曹广欣 胡学敏 摄影 夏秀华 王少华

“千顷田园好景光，万株小麦泛
金黄。农夫昼夜忙收获，粒粒艰辛聚
米仓。”一支毛笔、一方木桌、一室
墨香，初见邓玉文时，他正在挥毫泼
墨，激情创作。

69岁的邓玉文是黄骅市骅东街
道老年大学的一名学员。年轻时，他
就对诗词、书法感兴趣。“学习书法
已经几十年，可每次执笔的书法作品
都是别人的词，对我来说这是个小小
的遗憾。”自从上了老年大学古诗词
班，邓玉文对诗词的热爱便一发而不
可收。能把喜爱的诗词和多年坚持的
书法结合得相得益彰，邓玉文倍感自
豪。

“老年大学，与时俱进，先河开
张。琴棋诗书画，各展其长；扇舞太
极，声乐高昂。花甲翁媪，不分幼
长，不负流年不负光。”在老年大学
课堂上，他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自己为
感谢老年大学创作的《沁园春》词，
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这个月，他已
经在家潜心创作了数十首诗歌，他对
生活的热爱，都能通过诗歌表达出
来。

“真没想到老了居然还上起了
‘大学’，这弥补了我多年来心中的遗
憾。”邓玉文说，老年大学不仅让自
己学到了更多的诗词和创作诗歌的知
识，更重要的是圆了自己的“大学
梦”。谈起原创诗歌，邓玉文说还要
追溯到2002年。“黄骅中学50周年校
庆时，我和很多同学都受邀前去参
加。”邓玉文说，当时一些热爱诗词
的同学就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化作一首
首诗词来抒发情感，在一旁的他看了
很是羡慕。

“后来，我就尝试着写一些比较
简单的顺口溜。”邓玉文说，自己从
小就喜欢书法诗词，沉浸在诗词的世
界中，觉得无比惬意。2019年，听
说骅东街道开设了老年大学，邓玉文
兴奋不已，早早地前去报了名，成为
骅东街道老年大学的第一批学员。

“老年大学里开设了古诗词班，有专
业教师为我们指导上课，我心里别提
多开心了。”多年来，在古诗词方面

“打酱油”的邓玉文，终于能够接受
专业教师的指点，内心有种说不出的
喜悦。

“周一的时候，我早早地就把上
课需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就盼着第二
天下午去上课。”从古诗词的格律、
韵表等各种基础知识入手，邓玉文几
乎不会耽误一节课。每周半天的课程
上完，他总能茅塞顿开。到家后，创
作诗歌的知识总会一遍遍地浮现在他
的脑海里。

每天早晨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
是诗词创作，每天晚上睡前的最后一
件事，也是整理创作诗词。邓玉文时
常会在晚上关灯后，思绪还停留在诗
词创作里，有时会推敲好的词语，有
时会突然想到好的韵律，他总会立刻
开灯拿笔记下来，一时睡意全无，他
却怡然自得。邓玉文爱写诗，更爱即
兴创作。谷雨时节，他写道：“谷雨
初临四月天，桃红柳绿百花妍。鸠鸣
拂羽呢喃语，戴胜合鸣奏对言。”田
园散步时，他写道：“晨曦轻雾露，
信步小桥东。紫燕啼声脆，榴花耀眼
红。”雨天看荷时，他写道：“萏轻风
沐暖阳，荷塘绿伞衬红妆。清波洗换
天然色，不陷污泥吐翠芳。”……

“昔日盐碱滩涂地，今朝渤海耀
明珠。万亩盐田堆白雪，百里沙滩积
玉璞。”邓玉文创作的这首诗，描写
了家乡黄骅的发展和他对家乡的热
爱。两年来，他已经写了几百首诗
歌。他说，今后会创作更多讴歌家乡
的诗歌，希望子孙后代能更了解、更
爱这片热土。

老年老年““大学生大学生””
爱上爱上写诗歌写诗歌
邢 程 高 菁

最近，沧县李天木镇自来屯
学校开设了一堂泥塑艺术课。教
师是自来屯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张
成华，他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做泥
塑，一团团泥巴被一双双稚嫩的
小手捣鼓着，很快捏成了一件件
可爱的艺术品。

张成华从小酷爱泥塑，创作
的作品形象生动、内涵质朴，他
被授予“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
家”称号。

“张老师，这个人物叫什么
呀？”“张老师，您说的三庭五眼
的比例，应该怎么做？”张成华
今年已经 56 岁了，本可以在家
安享晚年，但他是个闲不住的
人。他和爱人一起制作了3.2米
高的孔子像，赠送给自来屯学
校。当校方找到他，想让他教学
生捏泥人的技艺，张成华二话没
说，欣然应允。每周，老张要来
3 次学校，义务给孩子们上课。
周末，一些兴趣高的孩子还会聚
到他家，和张成华一起学泥塑。

从带着孩子去地里采泥，到
筛土、取泥、摔泥，再到拿捏动
作、做成人物，张成华和孩子们
玩得不亦乐乎。对张成华来说，
捏泥人技艺的传承是他最上心的
事。而将泥塑技艺带进课堂，正
好圆了他多年以来的心愿。

自来屯学校为了更好地弘扬
和传承泥塑这一非遗文化，让它
在学校生根发芽，特聘张成华为
老师，并为他成立了工作室。现
在，泥塑校本课程已经成为自来
屯学校的一大教学特色。

开设泥塑艺术课，让民间艺
人和孩子们玩泥巴，不仅锻炼了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能传承传
统文化，这是件大好事。

民民间艺人间艺人
和孩子玩泥巴和孩子玩泥巴
李佳芳

“义诊的大夫们来小区了，大家可以到小广
场上去参加义诊。”近日，在运河区阿尔卡迪亚
新儒苑小区的小广场，朝阳南社区的党员志愿者
和爱尔眼科医院的医生们早早来到了这里，为社
区居民做眼部筛查，宣传爱眼小常识。

医疗保健志愿服务队，是朝阳南社区“暖心
社”6支志愿服务队伍中的一支，其他的还有扶
贫助残、法律援助、治安巡逻、家政义工和红色
故事宣讲队。

发挥行业特点 成立服务队伍
社区党委书记吕艳茹介绍，这6支志愿者服务

队是在2015年建立的，其中有4支队伍是在辖区有

关单位的帮助下建立的，志愿者也都是这些单位
的工作人员。如医疗服务队员是沧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和爱尔医院的医生、法律服务队员是运河区
法院的法官、扶贫服务队员是农行沧州分行的员
工、治安巡逻队员则是荣盛物业公司的安保人员。

“医保、扶贫、治安等这些工作，都很重
要，原来仅靠我们居委会的几个人，是很难做好
的，有了这些单位的志愿者，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帮了我们的大忙。”吕艳茹说。

车辆厂小区的居民王欢是一位30多岁的残疾
人，长年瘫痪在床，由年迈的父母照顾她，生活
困难。几支志愿服务队伍都曾为她家提供过帮
助：扶贫助残服务队定期来看望、医疗服务队上
门义诊、家政服务定期上门保洁……“他们像亲
人一样帮助我们，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
暖。”王欢的母亲说。

家政志愿服务队是社区居民刘丽惠帮助建立
的。刘丽惠是社区公益岗位工作人员，她看到几
位困难居民家中都很脏乱，主动找到了吕艳茹，
说自己的爱人开了一家小型家政公司，可以为这
些困难家庭做点事。从那时开始，这支家政服务
队就开始为社区内行动不便、困难家庭、孤寡老
人等家庭提供家政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大扫除、
维修小家电、换液化气等，使这些困难家庭得到
了及时帮助。

义务来出力 帮助解难题
“在我们社区，每支志愿服务队，都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吕艳茹说。
在去年运河区社区重新划分之前，朝阳南社

区有25个居民小区。其中，除了新儒苑等3个小区
外，都是无物业的老旧小区。辖区居民6600多户，
2.3万多人，是运河区辖区最大、人口最多的社区
之一。但社区只有6名工作人员，人手严重不足。

2016年初，狮城下了一场大雪，居委会的几
个人组织无物业小区扫雪忙不过来了。这时，沧
州义工协会的10多名志愿者伸出了援手，让吕艳
茹喜出望外。“后来，义工协会在几个小区开展
了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前年，他们还把党支部建
在了我们社区。”吕艳茹说。

2019年疫情期间，各小区需要封闭管理，运
河区法院了解情况后，组织了30多名志愿者，帮
助在各个无物业小区建立了卡点并专人值守。

“没有这些志愿者，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吕艳茹说。

来自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和爱尔医院的医疗
志愿者，每年多次为各小区的居民们提供免费体
检，健康讲座，非常受居民的欢迎。

党群齐参与 社区好帮手
近一段时间，红色故事宣讲队的志愿者们忙

了起来，他们不仅到本社区的各个小区开展庭院
宣讲，还被其他社区和单位企业“借”了去，成
了“香饽饽”。

这支志愿队伍是社区党委组织社区内的老党
员、老军人于2015年组建的，社区老党员邱铁良
是队长。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到社
区内的幼儿园、学校、各企业单位等部门宣讲红
色历史。宣讲过程中，又有一些老党员和老军人
加入宣讲队伍。邱铁良是一位退伍军人，他创新
宣讲形式，开展了党史宣讲走进庭院小区活动，
受到了广大党员和居们的一致好评。

去年 8月，运河区重新划分社区，将朝阳南
社区黄河路以南的小区划给了新成立的鲸川路社
区，运河区法院和农业银行的志愿队伍也被划了
过去。“我们社区开展志愿活动，这些单位依然
积极参加。他们说，服务市民，不分辖区，有需
要，志愿者随叫随到。”吕艳茹说。

六支服务六支服务队队
一片爱民情一片爱民情
———运河区朝阳南社区—运河区朝阳南社区““暖心社暖心社””

志愿服志愿服务的故事务的故事

本报记者 贾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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