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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蒋永青，1961年11月生

人，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泊头市环保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当兵期间，8年

12 次立功受奖；1988 年至

2009年，5次记大功，16次

获省市荣誉；2009年，临危

受命，担任泊头市环保局局

长，迅速扭转落后局面。先

后被评为“省十佳环保局

长”“善行河北”行业先进典

型、中国 2012 环保人物、

“2012 年度沧州十大新闻

人物”,入选中国好人榜“敬

业奉献好人”，入选省委十

八大“先进典型”报告团，在

省内多地作专场报告，事迹

感动燕赵大地。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革命文
物、一段段珍贵历史影像，再现了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连日来，在沧
州博物馆举办的“革命烽火 红耀沧
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沧州革命史展”，备受参观者喜
爱。此次展览分为“革命星火、燎
原沧州”“同仇敌忾、浴血奋战”

“人民战争、沧州解放”3个单元，
用图片、文字、实物相结合的方
式，以英模人物、重要事件为主
线，生动展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在
沧州大地上用鲜血和生命砥砺奋进前
行的光辉事迹。参观者受到一次次精
神洗礼，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到满满的
红色力量。

细心的参观者还发现，此次展览
不仅内容厚重详实，在布展方式和技
术应用上也是匠心独运。极具视觉冲

击的色彩、制作精良的历史老照片，
声、光、电设备的完美配合，营造出
丰富而庄重的氛围体验。这一切，都
出自蓝天视觉文化之手。

两个多月前，经过层层筛选，蓝
天视觉文化的设计方案从众多竞标者
中脱颖而出，成为此次展览的设计施
工单位。他们充分发挥技术特长，从
三维设计、平面设计到现场施工人
员，以及车间负责写真喷绘、雕刻的
人员都全力以赴，600多平方米的展
厅从施工到布展仅用了不到一个月，
材料选择、工艺制作等也都严格把
关。

不仅在设计上追求完美，蓝天还
常怀一颗公益心。此次展览，他们义
务制作了“网上展厅”，没有到现场
的市民可通过朋友的分享链接、扫描
二维码，在手机、电脑上观看展览，

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这种虚拟现实
场景的设计，在这次大型展览中是首
次应用。

不久前，沧州日报举办“致敬百
年党龄夫妻”公益活动，蓝天免费提
供奖杯、证书、绶带以及活动现场的
背景、视频制作等多项工作，为建党
百年，致敬百年党龄夫妻献上一片祝
福。

成立于 1998 年的蓝天视觉文
化，主要从事广告平面设计、公关活
动、组织策划等，曾多次担当大型庆
典活动的设计和策划。而一颗公益的
种子，早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已种下。
公司总经理滕欣说，早在 20 多年
前，公司就免费承担了中心商业区的
多幅广告，“保护地球”“节约用水”
等公益理念随着他们的宣传而深入人
心。2000年以来，公司把中华传统

礼仪、载人航天成功等内容设计成流
动文化墙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
在当时的沧州，公益广告并不多见，
更何况那时的公司还在起步阶段，经
营举步维艰。

为动物园里的动物免费制作标
牌，在“爱鸟周”活动上义务制作展
牌、“中华传统礼仪”等流动学习墙
以及市区大街小巷竖立的许多公益展
牌，都来自蓝天视觉文化。

2013年，公司出资近千万元修
缮了博施医院旧址，办起博施博物
馆，为探寻沧州的医学发展历史和大
运河文化，不断丰富馆内藏品。“百
年博施医院，承载着沧州近代医学发
展的历史，也见证了大运河文化。”
滕欣说。

她和丈夫默默投入博施医院的历
史文化研究中，博施博物馆也免费提
供给众多文化爱好者、学者研讨交
流。百年博施，在如今的博施博物馆
一次次重现。

行公益之举，彰显蓝天人的大
爱。无论是革命史展、公益宣传，还
是修缮博施医院旧址，滕欣说，蓝天
视觉文化想通过不断的努力，传递更
多的精神力量。

今年 60岁的蒋永青依旧挺拔精
干，退休后的他，目前跟孩子定居北
京。每次走过天安门广场，他都忍不
住驻足深情注目：在三军仪仗队警卫
一师服役多年，曾在这里参加过多次
重大国事活动。特殊的军旅生涯，给
他从外表到内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
记。

当兵时，他是个好兵，曾 12次
立功受奖；回到地方，无论是在乡镇
还是投身环保，他都是个好官。

临危受命
挑起环保重担

京杭大运河静静流过泊头，环抱
一城花树葳蕤、梨果飘香。作为老工
业基地，泊头市有着同类城市难得一
见的清新空气、洁净水源、优美环境。

你不会相信，早些年，泊头的环
保工作曾很落后。

2009年，泊头市委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新任环保局长人选。有一个
人，被领导们看中了。他在条件最差
的四营乡任党委书记，一待就是 6
年，把一个贫困乡变成了富裕乡。就
他了!这个他，就是蒋永青。

听到这个消息，家人反对，百姓
挽留。

一位被扶持过的小老板拉着蒋永
青的手说，蒋书记刚让咱过上好日
子，千万不能走啊！

蒋永青哽咽了。他也舍不得啊，
但必须走，他是共产党员，重担他得
担起来。

告别乡亲，走马上任。他明白，
他来，是还旧账的。当时泊头的环保
工作在全省倒数第二、减排工作倒数
第一。

眼前的减排账逼得最紧。还有不
到半年时间，减排任务只完成 13%，
全局上下都在瞅着他。

熟悉环保工作的人都知道，唯一
的办法就是建污水处理厂。但泊头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短期内建成一
个新的污水处理厂，简直是天方夜
谭。别说蒋永青从没接触过环保工
作，就是一个老环保人，面对这样的
难题，也会束手无策。

但他没有放弃。

拼命三郎
哪里都能创奇迹

此后的几天，泊头市工业区里，

总能看到蒋永青的身影。他四处溜
达，希望能找到灵感。新的建不完，
能不能用旧的改？在河北丰特果蔬汁
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站，他眼前一
亮。

软磨硬泡，蒋永青在政府争取到
100多万元资金。他又与丰特公司老
总洽谈。“改造你们的污水处理站，
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也算
为政府出了一份力。”一番苦口婆
心，丰特公司欣然同意。

蒋永青开始领着大伙儿，废寝忘
食、没日没夜地干。

此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夹裹着
雪片，打在脸上，刺骨地疼。只见蒋
永青抡起铁镐砸冰破土。几镐下去，
冰凌四溅。在那一刻，这个身姿挺
拔、钢铁战士一般的汉子，在漫天风
雪的映衬下，成了一道撼人心灵的剪
影。

大伙儿感动了，比着干起来。短
短 20天，污水处理站建成了。就这
样一点点啃、一点点改，到年底减排
任务圆满完成！

熟悉蒋永青的人说，这件事，在
别人，是个奇迹；对于蒋永青，算不
上。

前些年他在文庙当镇长，眼看全
镇的小枣卖不出去，就要烂在地里。
他带着镇干部自筹资金下乡收枣，拉
到大都市去卖。回来后除去成本，再
把赚的钱分给枣农。接连3年亏本的
枣农们心里笑开了花。

从此，蒋永青得了个“卖枣镇
长”的外号。之后，他三年三步走，
建起了保鲜库和小枣加工厂，完善了
枣经济的产业链，文庙的枣农至今受
益。

一生践诺
百姓利益高于天

临危受命的“拼命三郎”，很快
创出了环保翻身的奇迹：2010年环
保部半年考核，对泊头污染减排工作
及污水处理厂给予高度赞扬；2010
年 10月，沧州市政府在泊头召开减
排工作现场会，提出学习泊头经验；
省“十一五”污染减排先进集体等荣
誉也接踵而来……

他因此荣获“沧州好人”“省十
佳环保局长”、中国 2012 环保人物
等荣誉，同时入选省委十八大“先进
典型”报告团，在省内多次作专场报
告。面对荣誉，蒋永青说，我是共
产党员，多重的担子也得担，再硬
的骨头也得啃。

但硬汉也有脆弱的地方。2009
年 11月，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当
时正是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关键时刻，
他走不开，只好让妻子去伺候。第二
年 4月的一天，正开着局长办公会，
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虽然内心
焦灼，他还是坚持着把会开完。等赶
到家时，老人已经走了。这件事他始
终不愿提起。

蒋永青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一
段语句：百姓利益高于天。不论是在
乡镇，还是市局，这些年，他都把这
作为人生的信条。

退休后的他，对环保事业痴心不
改，依然忙碌于环保农业能源领域。
回首过往，他说：“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竭尽所能为泊头这片土地、这
方百姓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好事，
此生无憾。”

目前掌握的关于郝克勤的情
况，最详细的莫过于罗章龙回忆文
章中的介绍：“1923年 3月，《工人
周刊》 被京师军警督察机关查封
时，郝克勤被牵连入狱，禁锢二
年。中共北方区委设法营救，得释
后，郝被介绍到河南工作。后在赴
洛阳途中，他被当地驻军所捕，解
往开封。某军阀见郝佯示优容，郝
侃侃而谈革命道理，该军阀断定郝
必为中共重要分子而立判死刑，杀
郝于开封南关外。”

《工人周刊》是怎样一份报纸，
为什么遭到北洋政府的查抄，郝克勤
因此牵连入狱？被营救出狱后，他是
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中共北方区委
派到河南工作的？杀害郝克勤的“某
军阀”，最有可能是谁？郝克勤的就
义之地在如今开封什么地方？

通过搜寻资料，渐渐接近了历
史真相。

《工人周刊》

除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外，
郝克勤还有几个重要身份：河北沧
县人、北大印刷厂领班工人、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工人周刊》发
行员。其中，在《工人周刊》印刷
过程中，郝克勤的贡献尤其大。

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指导
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
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研
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他们
经常聚集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
开会或自由讨论。1921年11月，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由原来的秘密活动
转为公开活动。研究会积极吸纳发
展校内外会员，会员分京内、京外
两种，人数不断增加。

1920年10月初，中国共产党北
京早期组织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
室成立。这是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
共产党早期组织。

据《工人周刊》主编罗章龙回
忆，1921年四五月份，在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大家确定
创办《工人周刊》，经费由参加会议
的同志们筹措，共集资80多元。李
大钊说:“最近可再拿出50元，一定
要办好这件事。”

《工人周刊》印刷地点最早在北
大讲义课所属的印刷厂。印刷一事
对外严格保密。据纪录片 《破晓
——3D全景重现百年北大红楼》揭
秘，北大红楼的半地下室就是印刷
厂，郝克勤就在这里工作。罗章龙
回忆：“北大印刷厂领班工人郝克
勤，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借
助于他，我们得到许多便利。”从这
一点可知，早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秘密活动期间，郝克勤就已是会员。

郝克勤为《工人周刊》的印刷
提供了哪些便利？当时新闻纸从日
本或瑞典进口，价格昂贵。郝克勤
设法弄来一些廉价纸张，并和印刷
厂工人们一起，利用工余时间，秘
密印刷报刊。1921年六七月，《工
人周刊》创刊号出版了。刊物经费
主要仰仗党员自筹，每遇经费困
难，一时难于筹措时，郝克勤都通
融记账，从而保证了《工人周刊》
的正常出版。

除了罗章龙担任《工人周刊》
主编外，李大钊、宋天放、高君
宇、何孟雄等任编委常委，发行部
负责人是刘伯清，发行部成员四人
中，郝克勤位列第一。由此可见，
除了印刷外，郝克勤还承担了《工
人周刊》的发行工作。

被捕入狱

不久后，全国各地工人大罢工相
继爆发。中共北方区委不仅派党员前
去指导、组织工人罢工，还通过《工
人周刊》，一次次声援罢工斗争。

“从创刊起，《工人周刊》就积
极报道各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
状况，刊载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
调查，特别着重报道工人反抗压迫、
要求改善经济现状的罢工斗争。每有
大罢工发生，除积极宣传介绍外，还
号召各地工人团结起来，声援罢工
工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大
罢工、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京绥、正太、
津浦、道清、粤汉、京奉等各条铁路
的工人罢工斗争，以及开滦煤矿工人
大罢工、焦作工人大罢工等，《工人
周刊》都作了详尽的报道和声援。”
罗章龙在文章中说。

“为工人阶级喉舌，为工人阶级
呼吁”是《工人周刊》的宗旨。它
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

基本原理、十月革命道路和无产阶
级专政学说，揭露帝国主义和形形
色色的资本集团及军阀的伪善面
目。北洋军阀政府对《工人周刊》
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
地而后快。尽管《工人周刊》秘密
印刷出版，仍屡遭查禁。1923年 3
月的中国，白色恐怖严重，敌探密
布，《工人周刊》被京师军警督察机
关查封，郝克勤被牵连入狱。与此
同时，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
捕，郑州等处工会组织也被查封。

被捕后的郝克勤被判禁锢二
年。中共北方区委设法营救出狱
后，组织上派他到河南工作。

牺牲开封

此时的河南，正处在工人大罢
工之中。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一成立，就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
工人运动。1921年春，共产主义小
组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县（今河南郑
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
工人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久，
李大钊也来到郑州宣讲革命道理。
1921年 11月 20日，陇海铁路机务
段工人为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
举行大罢工，横贯中国东西的大动
脉陇海铁路陷于停顿。罢工最终取
得了彻底胜利，并诞生了河南第一
个党组织——中共洛阳党组织。

1922年河南工人运动向纵深发
展。其中，最著名的是京汉铁路大
罢工。大罢工从 1922年 1月开始，
一直持续到 1923年 2月，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
顶点。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
的重要来源之一，大罢工直接威胁
着他的利益。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
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
脉。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吴
佩孚派军队打死打伤手无寸铁的工
人 230 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二七”惨案。
1922年冬，中共洛阳党组织负

责人游天洋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二七”惨案发生后，吴佩孚封闭洛
阳铁路分工会，洛阳党组织活动遭
到破坏，河南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派郝克勤到
河南工作，绝非偶然。

可惜的是，郝克勤在赴洛阳途
中，就被当地驻军逮捕，解往开
封。在开封，“某军阀”隐藏起狠毒
心肠，对他以礼相待，伪装出一副
慈善文明的面孔。郝克勤侃侃而谈
革命道理。该军阀断定，其必为中
共重要分子，立判死刑，在开封南
关外凶残地杀害了郝克勤。

那位“佯示优容”的军阀是
谁？史料中没有记载。寻亲志愿者
王吉仓通过查找资料猜测，很有可
能是吴佩孚。一是这一时期，主政
河南的，正是吴佩孚；二是吴佩孚
曾有类似行径：由他一手制造的

“二七”惨案，就是以调解工潮为借
口，诱骗工会代表去谈判，在谈判
的路上，打死打伤 230 多名工人。
但也有疑团：这期间关于吴佩孚的
反动行径史料记载很多，为什么此
处以“某军阀”代替？

烈士的牺牲地开封南关，如今
已是开封市禹王台区，开封火车站
就在这里。

100年前，陇海铁路大罢工就
发生在这里。那时的郝克勤，正在
北大印刷厂里秘密印刷 《工人周
刊》。经他手印刷、发行的《工人周
刊》，由北京运往开封分销处，再分
发到陇海铁路工人们手中。透过散
发着墨香的报刊，那一句句振聋发
聩的声音，启迪着人们的心灵，引
领着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一步步走
向胜利。

被 杀 害 前 ， 他 还 在 侃 侃 而
谈。论天下大势，寻民族出路，
挟时代风雷，就像他在北大红楼
里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们
一起畅谈时那样激昂振奋。那是
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
情怀，是伪善狡诈者根本无法企及
的人生境界。他倒下了，却忠魂不
泯，浩气长存。

百年后，家乡的人们终于知道
了郝克勤，并开始了一场寻找烈士
的志愿行动。关于郝克勤的信息，
透过历史风烟，一点点展现在世人
面前。目前，寻找之路还在继续，
大家将共同努力，探知更多英雄故
事，丰富家乡党史内容。

寻找沧州籍中共早期党员寻找沧州籍中共早期党员郝克勤郝克勤

逐渐接近历史真相逐渐接近历史真相
本报记者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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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青：情洒碧水蓝天
本报记者 周红红

蓝天视觉蓝天视觉文化文化

用心做企业用心做企业 用爱做公益用爱做公益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日前，任丘市辛中驿镇张施村精心绘
制了建党百年的剪纸文化墙，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进行党史教育，吸引了不少
人前来参观。据悉，剪纸的历史在辛中驿
镇源远流长，其中惠伯口剪纸还成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图为张施老党员周
景文在为参观的学生们进行讲解。

金 洁 摄

任丘张任丘张任丘张施村施村施村
建起剪纸党史文化墙建起剪纸党史文化墙建起剪纸党史文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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