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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母亲”张秀已近
百 岁 高 龄 ， 听 力 又 不 好 ，
这让我们采访起来有些吃
力。

但是，当提起抗战的事
儿来，张秀仍然很激动。想
起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
人，她眼中难掩伤感。她知
道，抗战的胜利，是无数烈

士们用鲜血才换来的。
当说起今天的好日子

来，张秀非常知足。她经常
跟孩子们讲革命的故事，教
育孩子们不能忘了过去，要
懂得感恩。她知道，新中国
的建立，是无数共产党人用
生命换来的。

“革命母亲”张秀的讲
述 ， 让 我 们 更 加 懂 得 感
恩，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

人物简介：张秀，任丘市长丰镇长丰村人，1924年6月出生，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丘市长丰镇长丰村的一处农家
小院中，红红的甜杏挂满枝头，黄
瓜、生菜、大葱、茴香等青菜一畦畦
整齐排列，这就是“革命母亲”张秀
的家。

走进屋内，张秀穿着一件自己缝
制的中式白褂，手里拿着拐杖端正地
坐在沙发上，早就等着我们的到来。

“别看俺老娘都 98岁了，但啥都
明白，耳朵有些聋，但视力很好，穿
针引线没问题，穿的这身衣服就是她
自己做的。”张秀老人的二儿子曹俊华
说。

由于张秀听力不好，她在子女帮
助下，聊起了当年抗日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区有支小分队，人
数只有几十个。别看人少，他们经常
跟敌人打游击战。”张秀说，由于当时
区小分队武器落后，大批敌人来袭时，
队员们就躲起来。张秀印象最深的是日
本鬼子对村子的一次大“扫荡”。鬼子
进村后，战士们就藏到地道里。

没想到，那地道当时还没有挖
通，这让战士们走进了死胡同。鬼子
找到了地道口后，向地道里放水、放
毒瓦斯，大部分队员都被毒晕过去。

鬼子进入地道，把队员们一个一个向
外拖，拖出一个刺死一个。几十个人
横七竖八躺了一片，那惨烈的场面让
她至今难忘。

“如果那一次挖通了地道，区小分
队就不会牺牲那么多人。”虽然当时张
秀只有十几岁，但她也认识到地道的
重要性，就经常帮助大家一起挖地道。

张秀说，身处抗战地区，她早早
地接受了革命教育，积极投身到抗日
战斗中去，经常和其他抗日积极分子
一起在村西头开会。

张秀记得，他们经常在敌人的眼
皮底下开会，地点距离日本鬼子的岗
楼不过 200米。晚上开会的时候，张
秀为保护大家的安全，找来棉被把窗
户堵好，堵得严严实实的，保证一点
灯光都不能透出去。

“那个时候，晚上我们还经常给八
路军做军鞋。”张秀说，姐妹们通常在
自己家把鞋做好后，再统一上交给组
织。为了多做几双军鞋，张秀经常一
做就是一宿。

白天，张秀就当起了通讯员。“有
好几次八路军战士躲到我家，我就给
他们找隐蔽的地方藏好，然后去家周

围放哨。”张秀说，有一次，两名八路
军来村里抓汉奸，躲到她家等待时
机。由于怕惊动了汉奸，八路军白天
不能露面。

“你敢不敢出去察看一下汉奸的行
踪？”“我敢！”其实，张秀看到汉奸帮
助鬼子欺压老百姓，恨透了汉奸，早
就想除掉汉奸，就是没有办法。这次
机会来了，张秀勇敢地当上了八路军
的“侦察员”。她拿着吃的若无其事从
家里出来，一蹦一跳地往汉奸的住处
转了一圈，偷偷地观察汉奸的行动，
确定汉奸没有外出后，又一蹦一跳地
回到了家里，把侦察的情况告诉了八
路军。

有了准确的情报，晚上两名八路
军突然袭击，成功地抓到了这名汉
奸，并把他当场枪毙。这件事儿，张
秀立了大功。但为了安全，过后她没
有跟任何一个人讲起过。

其实，张秀曾多次帮助过八路军
战士，每次都是等八路军战士悄悄地
离开后，她才和家人一起下地干活，
仿佛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1944年 5月，因为表现突出，张
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秀结识了
志同道合、同为共产党员的丈夫，并
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新中国成立后，丈夫在供销社工
作，张秀在村中负责照顾老人和孩
子。此外，她还在村内各项工作中起
带头作用，在入社、入互助组、入生
产队时，都积极参加。

抗美援朝时期，张秀还带领村中
妇女为前线战士做军鞋、鞋垫。她教
育孩子要善良，要有骨气，对子女影
响特别大。

如今，张秀跟孩子们一起生活，
儿孙们常给她带各种好吃的。一到节假
日，女儿和孙子孙女们都会来看望她。
老人常说，自己享受的是天伦之乐。

““革命母革命母亲亲””张秀张秀：：

帮助帮助八路军除八路军除汉奸汉奸
本报记者 曹广欣 胡学敏 摄影 王少华

最近，肃宁县窝北镇的女投递
员李盼想“双喜临门”：成为中共预
备党员，被评为肃宁县最美投递
员。李盼想说，我入党的这一天决
不会忘记，期盼多年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

李盼想是窝北镇西柴村一位农家
妇女。2016 年，她通过招录考试，
成为肃宁县邮政分公司的一名邮政员
工，被分配到窝北镇邮政支局做投递
员。

当时，李盼想 30岁出头，是两
个孩子的妈妈，而投递员工作每天都
需要从镇上取回各种邮件，再分发
到辖区的订户和货主手里，一出去
就是一天，一圈儿下来行程 150 多
公里。当时，李盼想还是骑着摩托
车下乡投递，一个夏天下来，本来
肤色白皙的李盼想被晒得黝黑。朋
友劝她别干了，到服装厂上班，也
不少挣钱。

李盼想说，既然干上了，就不能
打退堂鼓儿，而且还要干好。

每天早晨7时多，在窝北镇邮政
支局一间不大的工作室里，李盼想开
始忙碌了。

第一批邮车到了后，她马上开始
扫码录入信息，把快递邮件装包。10
时左右，第二批邮车抵达，卸货后，
李盼想加快了工作速度，因为早点完
成录入，就能早点出发去送货。正
常情况，每天都会有十几个大包裹，
李盼想吃力地搬起来，装上自己的邮
车，汗透衣衫。

擦一把汗水，李盼想跨上驾驶
座，奔向乡村邮路……

在李盼想的工作中，有一项重要
工作是邮政信件和党报党刊的投送，
分公司对待党报党刊非常重视，要求
必须及时送达。

从李盼想负责窝北片区投递以
来，片区的 13个行政村、7个学校、
20 多个单位订户和数百个个人客
户，她都是第一时间送到，并且长年
保持零差错、零投诉。6年来，2000
多个日日夜夜，每天出行 150 多公
里。李盼想态度认真、服务热情，得
到了客户的认可和称赞。

窝北镇顶汪村 72 岁的陈顺通，
是一位退休教师，老人自费订阅着 3
份党报。每天，老人都会站在门口等
候投递员，最新的报纸要先睹为
快。几年下来，李盼想没有一次让
老人失望，报纸总是准时送达。老
人被李盼想耐心细致的工作所感
动，专门向肃宁分公司写了一封表
扬信：“我的报纸，小李几年如一
日地准确送到，从来没有耽误过一
次，小李的敬业精神让我由衷地赞
叹和佩服。”

参加工作第二年，李盼想写下了
入党申请书：“我怀着满腔热情向党
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我一定会用我的
行动向组织证明，我一定会用一个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近年来，肃宁物流快递业务大幅
增加，李盼想负责的片区内多家渔竿
渔具企业和针纺服装厂的业务量大大
增加，李盼想的工作量随之大大增
加。

为了工作，李盼想要克服很多困
难，丈夫长年在外地工作，婆婆身体
不好需要照顾，两个孩子还小。2019
年秋天，小儿子在沧州一家医院手术
后，李盼想为了不耽误工作，就托付
姐姐照看陪护，自己返回工作岗位，
连夜整理邮件……

在医院的儿子跟她通视频，埋怨
她不陪护。李盼想对着手机里的儿子
耐心地解释：“有大姨陪着，你要好
好养病，妈妈是最爱你的，可也不能
老耽误工作，很多人都等着收发邮件
呢……”

强忍着眼泪，李盼想迅速投入投
递工作，把一个个邮件准时送达。

一分付出一分回报。李盼想感动
了每一个了解她的人，她有了困难，
谁碰见都会帮她。

一个下雨天，她从雪村返回的路
上车子抛锚，村民带着铲车帮她拉出
来；在刘前头村送邮件时，汽车出故
障，村干部找人帮她修好；在寺阁庄
村邮车陷进沟里，热心村民帮她把车
推了出来……

6年来，李盼想投递党报党刊邮
政信函 28.5万张（件），收发包裹邮
件 60 余万件，累计行程 40 多万公
里，乡村邮路上，她洒下汗水，也把
期待和幸福送给了每一个客户。

无怨无无怨无悔乡邮路悔乡邮路
杨进涛 贾世峰

这是一件长 85厘米、高 35厘米的面花模
子作品，最顶端是 100周年字样，党旗图案雕
刻于数字中；下面是仿照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创
作，城台、城楼，通天圆柱和劵门等雕刻得纹
理精细清晰，栩栩如生，城台上还刻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字
样。

这件作品名叫《天安门》，是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黄骅面花模子雕刻技艺”第四代传承
人高殿华和家人历时两个月创作完成的，并无
偿捐赠给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
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高殿华是黄骅市羊二庄回族镇高官庄村
人。今年年初，他就萌发了制作面花模子作
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念头，并
开始着手准备。巧的是，今年 3月，他收到了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邀请函，这
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便欣然应允。

创作什么作品呢？高殿华一家四口凑在一
起商议，最终决定以天安门城楼作为作品主图
案。除了因为天安门城楼图案能更好地发挥他

面花模子的雕刻技艺外，更重要的是，天安门
对全国人民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天安门广场
记载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
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
争，更是共和国举行重大庆典、盛大集会和外
事迎宾的神圣重地。

拿定主意后，便投入创作中。为了使作品
完美，高殿华一家四口齐上阵，各自施展所
长。先由主修设计专业的女儿高林娜设计出作
品使用模子的基本比例和图案的整体构图，再
由儿子高勇协助高殿华完成框架雕刻，最后由
妻子李淑华负责打磨细节，完成最终作品。

在设计阶段，高林娜为了使作品凸显天安
门的宏伟壮观，结合父亲雕刻技艺之所长，她
多次修改设计方案。因作品要赠给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而非用于制作面花，设计上
采用了正版雕刻的方案。那段时间，为了有一
个良好的创作环境，高林娜通常会把设计工作
放到晚上，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

设计完成后，高殿华与儿子高勇便依据设
计好的图案与尺寸，选择了一张上好的柳椴木
作为雕刻所用主板，经过刨板、画外壳等工序
后，开始正式进入雕刻阶段。

由于作品尺寸较大，高殿华和高勇耗时一
周才完成了图案框架的雕刻。接下来开始雕刻
纷繁复杂的内部图案。高殿华与妻子李淑华不
敢有一丝懈怠。雕刻时，每一个纹理、每一个
凹凸面，夫妻俩都做得精细清晰、惟妙惟肖；
每一次刀锋的运、抢、转、刻，他们都用心打
造。为了确保制作出一块“精品”，那段时
间，夫妻俩都是选择一天中光线最好的时候雕
刻。最终，在一家人的努力下，这件作品正式
完成。完成当天，邻居朋友前来参观，对他的
技艺赞不绝口。

除了这件《天安门》作品，高殿华还创作
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作品。采访中，记者注意到
一个党旗图案的模子，下面写着数字“1921—
2021”。他高兴地介绍，已经有好多人预订了这
个图案的模子，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

高殿华说：“能有机会设计这些作品，我
们一家人都感到非常自豪，觉得十分有意义。
我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祖国一定会
越来越繁荣昌盛。”

这些天，在运河区朝阳南社区大
厅的办公桌上，一面鲜艳的党旗分外
引人注目，上边的党徽是用十字绣技
法绣的，凸出的党徽尽管还没有完全
绣好，但黄色的丝线密密织就，非常
漂亮。

“我们很早就琢磨做些什么来给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后来
大家一致决定共绣党旗。”社区党委
书记吕艳茹说。

前来参加绣党旗活动的有辖区老
党员、非公党支部党员和普通群众等
20 余人，大家共绣一面大党旗和 14
面小党旗。在绣制过程中，老党员邱
秀坤带领大家一起重温了党旗的来历
和意义。她说：“想要绣好一面党
旗，不仅要有耐心和细心，还要有一
颗爱国爱党的赤诚之心。”

10 多天来，这面党旗就放在了
社区办公大厅。每天，大家有时间就
来共绣党旗。“要把爱党敬党精神融
入一针一线中，让针针线线都凝聚成
对党的热爱。”绣党旗时，吕艳茹还
专门播放《绣红旗》《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等耳熟能详的红歌，营
造火热的气氛。

63 岁的老党员张秀红，是辖区
的热心居民，也是一名社区志愿者，
听说社区组织集体绣党旗活动，她主
动报名参加，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
到社区绣党旗。

非公党支部党员王娟也是成员之
一，因为需要照顾家人不能来到现
场，她就把一面小党旗拿回家中，与
孩子一起绣。

吕艳茹说，这两三天，党旗就会
全绣好了。“七一”期间，她准备将
大的党旗挂到党员活动室，通过绣党
旗的故事为社区党员讲党课，让这面
党旗成为社区党史的一部分。

绣党旗，颂党恩。韩阳社区的党
员和群众用最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对党
的美好祝福和诚挚的热爱，表达了对
党的一片深情。

绣党绣党旗旗 颂党恩颂党恩
贾世峰 吕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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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与大家与““革命母亲革命母亲””张秀亲切交谈张秀亲切交谈

高殿华展示自己的作品。

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

高殿华高殿华（（中中））展示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制作的正版雕刻的展示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制作的正版雕刻的
面花模子作品面花模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