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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肃宁老人王书凯特别高
兴，历时7个月，他终于创作完成了
《匹夫血沃冀中》剧本。这是一部共
53集25万字的剧本，主要介绍战争时
期肃宁的民生、民情，以及当地百姓
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令人钦佩的
是，剧本是王书凯在建筑工地简陋的
工棚里手写完成的。

今年 64岁的王书凯是肃宁县肃
宁镇寨南村人。年轻时，王书凯就爱
好文学，当时的县文化馆只要举办文
学讲座，他就带着小本必到，认真记
录学习。他也尝试着写过一些文章，
但都没有变成过铅字，虽有遗憾，但
丝毫不影响他对文学的热爱。

很早之前，王书凯就想写一篇关
于战争时期肃宁民情的文章。父母在
世时，他经常听父母说起他们那一辈
人历经战火，民不聊生。父母讲的事
他都记在心里，想着应该记下来给子
孙后代看看。后来，创作的想法越来
越强烈，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就以父
母为主线，把贯穿父辈几十年的经
历、生活写出来，用以纪念自己的父
辈先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政府号召人们居家防疫，这给了
王书凯搜集资料的机会。他把能搜索
到的抗日题材的电视剧都搜来看了个
遍。看得多了，他就想找人聊一聊。
一个从部队转业的干部也在村里住
着，王书凯常和他念叨：“我想写点
东西，记录下那个年代，能不能给找
点资料？比如《县志》什么的？”那
人一口答应，当即就给战友打了电
话。战友建议看看《肃宁文史》。王
书凯立即去找书，手捧着《肃宁文
史》，他如获至宝，特别是有关抗日
战争时期发生在肃宁的事，他翻看了
好几遍。

掌握的素材越来越多，王书凯已
胸有成竹，决定以剧本形式记录，然
后他准备好纸笔和字典，开始伏案创
作，每天从早写到晚，一口气就写了
17集。

这个时候，王书凯的一个表哥在
铁路包工程，叫他去工地帮忙看料。
就这样，他的写作地点从家里挪到了
工地。工地的看料小屋面积不大，
条件十分简陋，甚至连像样的书桌也
没有，王书凯就趴在床上写。后来工
程队搬到了河间，他依旧在工地里
写。酷暑严寒，蚊虫叮咬，他也没停
下手中的笔。下过雨的夜晚，蚊虫较
多，王书凯在屋里实在写不下去，就
一大早趴到工地石板上写。历时7个
月，他忘记用了多少支笔，字典也已
翻到破旧，无数次勾勾抹抹、涂涂改
改，终于完成初稿，25万字、53集，全
部是手写，厚厚地订了8个大本子。

王书凯把文稿拿给肃宁一位老教
师看。老师像批改作业一样，一章一
集地圈圈点点，一条一条罗列意见，
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有所批注。王书凯
虚心接受，按照指导意见，一点点修
改。剧本的名字，他也斟酌再三，最
终定为《匹夫血沃冀中》。

每当和人谈起这个剧本，王书凯
都很激动。他说，主要是记录肃宁在
战争时期的民情，剧本以父母故事为
主线，写了当地不同的人物，从抗战
时期一直到解放的生活、经历、思想
以及改变等，里边还夹杂了一些比如
红白事等民俗、乡间常见的事物和人
们的生活习惯等。

“文笔不咋样，就是想记录下那
个年代，也算是圆了自个儿一个心
愿。”王书凯谦虚地说，他希望有一
天自己的这部《匹夫血沃冀中》能够
拍摄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了解那段
历史。

王书王书凯凯：：

工棚里写剧本工棚里写剧本
康学翠 刘艳菊

心怀民命 创有于无

1961年，李大钧从河北医学院毕业后，成为
沧州地区医院（今沧州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

50多年前的沧州，血液病还是顽症，许多患
者得不到妥善的治疗。这样的现实，让李大钧有了
为沧州开创血液病学科的想法。上世纪 80年代，
李大钧就利用微量血红蛋白电泳等技术，率先开展
了河北人异常血红蛋白调查研究，这项成果填补了
全省空白。随后，他又开展了胎肝细胞悬液治疗骨
髓异常综合征的研究，研究成果得到国内诸多著名
专家的肯定。上世纪90年代初，李大钧瞄准国内
血液病专业前沿领域，在省内率先开展了自体骨髓
及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研究。

在李大钧的带领下，市中心医院血液内科取
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率先在国内应用
ATRA配合 PSS防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合并
DIC；成功开展了自体骨髓移植和自体外周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急性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技术；应用
分子标志物技术开展了血栓前状态监测，为心脑
血栓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技术的
成功运用，后来被列入新中国成立 45周年沧州

“十件科技大事”，成为我市医疗水平提升的重要
标志。

因为成绩斐然，李大钧和他的同事作为正式
代表，先后参加了1994年在四川成都及1996年在
日本大阪举行的两届中日两国血液学会议。沧州
血液病学科，也由此被国内外同行瞩目。

临危受命 二度出山

2005年 5月 1日，年近七旬的李大钧再度出
山，穿上白大褂，在诊室坐班。已经退休 6年的
他，临危受命，又担任市中心医院血液内科主任。

市中心医院的血液内科是省重点发展学科，
当时，由于两名学科带头人调整，学科发展受到
严重影响。

年轻人欠缺经验，品牌还必须发展，沧州每
年近万名血液病患者，需要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来
祛除病痛。这是一副重担，医院几经研究，找不
到合适人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温秀玲狠狠
心，来到李大钧家中，请他出山。

当时，李大钧年事已高，心律失常并出现听力
障碍，但当温秀玲说明来意时，他还是毫不犹豫答
应下来——在他心中，始终也放不下血液内科。

在第二次出任血液内科主任后，他把主要精
力放在学科后备人才的培养上。那一年，省重点
发展学科开展新一轮评审。李大钧的学生、医院
血液二科主任苏国宏说：“当时年轻医生们对于科
研立项申请等一无所知，老师鼓励同事撰写科研
论文，独立立题，独立完成，他给予指导，对年
轻医生可以说是扶上马又送一程。”

笃学博爱 善术仁心

在医院，李大钧不主张过多依赖仪器诊断，
而是与患者耐心细致交流。特别对每个重症患

者，他都随身记录病情，查房或审看相关检查结
果时认真比对，再提出科学诊治方案。“开始跟老
师查房非常紧张。”他的学生、市中心医院血液一
科主任王娟说，每逢周一大查房，周日她就要加
班，详细了解患者情况，不然回答不了老师严谨
细致的提问。

对于病患和医护人员，李大钧却格外随和、
热诚。每到年节，李大钧总要到病房转转，为那
些没有吃饭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送上热腾腾的饭菜。

李大钧精于业务，不重功名。他将自己的一
生奉献给医院。晚年，他身患重病，却依旧坚持
在工作岗位上。在他的带领下，血液内科攀上一
个又一个的医学顶峰。2015年 1月，李大钧病情
已不可逆转。当月 8日，他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享年77岁。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人物简介：
李 大 钧 ：

（1938 年—2015
年），中国共产党
员。市中心医院
血液科创始人，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医疗专家，连
续五年被市委、市
政府记功、记大功
奖励，河北省第
四、第五届党代会
代表。

李大钧一生潜心医学，用医德铸就了丰碑。在业界，李大钧享有很高声誉；在患者心中，他更是一位良
医。近几年，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上岗，都必须首先观看讲述李大钧生平事迹的话剧《李大钧医生》，作为培
训的重要一课。

李大李大钧钧：：

悬悬壶壶济世铸济世铸““医魂医魂””
本报通讯员 赵 阳 本报记者 邢 程

“伯伯，成绩出来了，我
考 了 547 分 ， 超 过 了 一 本
线。”查到高考成绩，小阳第
一时间编辑了信息，把这一喜
报发给了一直关心帮助他的
人——海兴志善爱心团团长姜
国新。

“好孩子，真争气，大学
学费多少钱？有爱心团在，你
只管好好上学！”收到几句简
短的回复，小阳热泪盈眶。小
阳家住海兴县苏集镇张王文
村，是海兴志善爱心团资助的
83 名家庭困难的学生中的一
员。今年，这些受资助的孩子
们中有3人参加高考，小阳是
成绩最好的一位。他说，能有
今天的成绩，最想感谢的就是
爱心团。

小阳的母亲患有精神障
碍，父亲也因精神障碍走失多
年。虽然家庭不幸，可小阳在
学习上很争气，从小到大，他
的奖状贴满了整整一面墙。
2019 年，抚养他长大的奶奶
过世了。从那以后，爱心团就
成了他的“家”，志愿者们给
了他无尽的关爱，不仅给他发
放助学金，还有志愿者与他结
对子帮扶。

爱心团团长姜国新更像亲
人一样，把这些需要关怀的孩
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孩子们
也早把他当作最亲近的人。姜
国新关注家庭困难的孩子，尤
其关注每年的高考生。“这些
孩子们大多家庭不幸，高考就
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时刻。”每
年高考成绩出来，他总会第一
时间收到孩子们的喜报。连续
6年，爱心团已经培养出23名
大 学 生 ， 并 每 年 资 助 每 人
3000 元的助学金，让他们安
心读书。

“今年，有两个孩子成绩
超了一本线，一个孩子考了二
本，我很欣慰，也替孩子们骄
傲，感觉付出再多都值得。”
姜国新说，看着这些有梦想的
孩子们踏进大学校门，是他最
高兴的事儿。

爱爱心心团长团长
收收到喜报到喜报
邢 程

“感党恩、想愿景，只有紧跟党
走，国欣才能基业长青……”

我叫卢国欣，河间市西九吉乡
卢村人，是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
务总会董事长。我年轻时还算有点
文化，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技术培训
和读书自学。这是我10年前写的那
首散文诗，当时正值建党 90周年，
我用这首诗回顾了在党的领导下，
建立农民合作组织 27 年走过的历
程，并对未来10年做了展望。10年
过去了，不但我们的发展目标全部
实现，还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我想
再续写两个章节，在建党 100周年
活动上朗诵。

我的大儿子卢怀玉，现任国欣
总会会长，他对我续写诗篇庆祝建
党 100周年的想法特别支持，他还

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在诗中体
现出来。

我年轻时，种庄稼是把好手，
被选为生产队长，带领全村在收获
小麦之后，种植的 500亩夏播棉获
得成功，轰动了北方五省。

1984年，我们联合12户棉农成
立了“河间县国欣棉花联合研究
会”，开始发展会员，保种轧花，从
此一发而不可收，后升级成“河间
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1989
年，在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
任宋健的指导启发下，国欣总会进
城发展，先后建起专家楼、品种资
源楼、会员服务楼和轧花厂。2002
年，受中国农技协委托，国欣总会
筹办成立中国农技协棉花种植专业
委员会，拉起了一支覆盖南北棉

区、总数达 6万户的会员队伍，常
年开展技术服务活动，帮助更多棉
农通过科技植棉获得了增产增收。
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还专程带领干部群众到河间卢村考
察夏播棉。

成为“万元户”的我曾赋打油
诗一首，记录当时的生活：书橱沙
发电视机，八十年代农家需。麦棉
连作收六百，收金摘银抓机遇……

在这期间，我的三个孩子先后
大学毕业。卢怀玉从中国农业大
学毕业后，放弃出国深造和留在
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乡到国欣
总会工作。他利用在大
学所学到的知识，带领
团队到海南三亚繁育转
基因抗虫棉种，然后将

原有的农户繁种改成农场化繁种，
建起了现代化轧花、种子生产流水
线，保证了种子纯度和种子质量。
棉委会成立的时候，卢怀玉被选为
主任委员。以后又相继当选全国
劳动模范和党的十八大代表，担
任了中国科协常委和中国棉花协
会副会长。

201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也正是国欣总会发展史上
的鼎盛时期。66岁的我写出了散文
诗《顺天时 跟党走 创新发展有奔
头》，以诗的韵律回顾了我带领 12
户棉农的创业过程。

从2011年到2021年的十年，国
欣总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我又豪
情满怀地拿起了笔，续写激扬文
字，畅谈产业发展。

卢国欣/口述 邢 程/整理

续写诗篇续写诗篇说发展说发展
———河间市卢国欣—河间市卢国欣家庭的故事家庭的故事

文明家庭·红色家风故事

近日，走进黄骅市旧城镇王连恒家庭农场的大
棚，一阵茉莉花清香扑鼻而来。这里不是花窖，而
是一座葡萄园。棚内种植的带有茉莉花香气的葡萄

“津香玉”陆续成熟，青中带紫，晶莹剔透，令人
垂涎欲滴。

“津香玉”种源来自东北地区，生长在冷棚
中。2012 年，王连恒引进了这个品种，如今发展
到7个大棚，每个大棚占地1亩，单棚产量1500公
斤。种植大棚内，枝蔓上挂着一串串果粒紧实的小
葡萄，每粒形状呈椭圆形，类似马奶葡萄。“这个
品种是与山野葡萄嫁接而成，生命力旺盛，抗病能
力强。但这种葡萄产量低，为了保证营养充足，每
个枝上只能挂七八串葡萄。”王连恒介绍。

每天清晨，王连恒都要来大棚里转几圈，掐
叶、折枝、摘坏果，察看大棚内的温度和湿度。棚
内温度控制在 35℃—38℃，湿度在 60％左右。每
年从腊月发芽，到7月初上市，每一个环节都精心
呵护。“津香玉”初上市时，由于阴雨天气较多，
一些“津香玉”上色还不均匀，会有不少青葡萄。

“甜度和色泽不达标的葡萄，绝不能摘，哪怕
晚些上市也不能砸自己的招牌。”王连恒说，由于
成熟的果实颜色特殊，青中带紫，所以还需要自然
受光上色。

“津香玉”品质优、口感佳，每公斤售价 40
元。虽然价格不低，但这些葡萄早早就被各地经销
商订购了。它们将被装入精美的礼盒，成为周边地
区礼盒葡萄的优选。

葡萄清葡萄清葡萄清香引客来香引客来香引客来
孙 杰 任振宇 刘 震 摄影报道

工地石板成了王书凯的“书桌”。

李大钧生前耐心细致地为患者做检查李大钧生前耐心细致地为患者做检查（（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