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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时，沧州嘉禾大道的工地上，几盏灯
还闪着慵懒的光。泥水坑洼的路上，几辆商砼车
轧过，带起片片灰尘。灰尘落定的时候，一个灰
色的身影出现在路的尽头。今天是项目开工的第
一天，作为圣卓集团的一名工长，刘振环第一个
到了场。

与泥水打交道的 20 年，这样的默默“出
场”，他早已习以为常。

“搬家之际，为瘦身而出，母亲却将
十二箱旧书贴上名字，生怕春风年轻，取
走一页。您说，一本书，是一棵树，与书
同行，可走出自己的荒芜。”“父亲的白
发，是我心爱的诗集……”在儿子娄勇
的笔下，娄德礼和高玉珍朴实无华、乐于
奉献的一生是最鲜活生动的创作素材。

走进沧县土地局宿舍娄德礼的家，夫
妻俩一个收拾屋子、一个侍弄院子里的蔬
菜。这种举案齐眉的默契已相伴多年。

77岁的娄德礼是沧县纸房头乡侯庄
子村人。1965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
军，成为一名工程兵。两年后，就成了一
名中共党员。

彼时，国际形势日趋紧张，战云密
布。娄德礼所在部队奉上级命令到山里修
筑防御工事，挖国防洞。

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凿山挖洞有时要
靠人工完成。

娄德礼记得，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凿
洞和爆破。“凿洞要先在山体上打眼儿，
把炸药放进去，然后点火。趁着导火索燃
烧之际，人员立即撤离现场，用最快速度
跑到安全地带。”

可想而知，危险随时而至。
一次爆破，事先安装好的 10个炸药

包只响了9个。身为党员和班长，娄德礼
毫不犹豫，第一个冲上前去排雷。他用竹
竿把胶泥挖出，然后小心翼翼地掏出雷
管，拆掉了炸药。

“排雷是项技术活，稍有不慎就会被
炸得粉身碎骨。”心灵手巧的娄德礼每次
都临危不惧，安稳排除隐患。也因此，他
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受到北京军区政治部
首长的接见，还被授予“硬骨头小组”称
号。

当兵 10年，娄德礼历经无数危险和
艰难，他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和优秀共产党员。

1975年，娄德礼转业，历任沧县车
辆厂车间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沧县经委
人事科干事，沧县组织部副局级县委组织
员，沧州市制酒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
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组织工作者。
他能写会干，能力突出，2000年，被沧
州市委、市政府记三等功。

这些成绩的背后，也离不开妻子高玉
珍的支持。

75岁的高玉珍出生在沧县十二户村
一个红色家庭，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中长
辈 8人先后参加革命，3人牺牲在战场。
耳濡目染下，高玉珍刚参加工作就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党龄至今已55年。

她曾在沧县医院、沧县国土资源局工
作，由于工作认真，多次获得“先进工作
者”称号。

夫妻俩一个做党务工作，一个当会
计，对党忠诚、乐于奉献，是他们不变的
初心和信仰。

娄勇记得，父亲无论工作多忙，回家
都要帮母亲做饭；母亲勤奋好学，初中毕
业的她一步步深造，考大专，考会计师；
平日闲暇时，父亲给母亲讲党的理论政
策，而母亲则教父亲如何记账、打算盘
……他们互敬互爱、互相学习，一点一滴
地影响着彼此，也影响着儿女。

“那些年，母亲在医院工作，老家的
亲戚隔三岔五就有来看病住院的，我父母
不仅照顾他们看病，还为他们送粥送饭。
事情虽小，但他们的善良和默契却深深地
影响着我。”娄勇说。

很少有人相信，事业小成的李
芳芳，过着怎样的生活。

每天早晨4时准时起床，帮妈妈
轧面条、运面条。上午 7时到面馆，
一头扎进厨房，穿上皮衣，制作各
种面卤。下午 2时，面馆暂时打烊，
她骑电动车到兰亭苑附近，打理那
里的超市生意。下午5时，再骑车返
回面馆，准备迎接晚餐食客，并开
始熬制第二天所用的酱料。

“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把生
活过成这样。别人有钱了，都喝
茶、享受，我呢？不能化妆、穿好
衣服和高跟鞋。大多数时间，不是
熬酱，就是轧面条。女友说，你干
嘛要把日子过得这么苦？其实，做
这一切，我心甘情愿。”

一见面，她就快人快语，坦诚
心声。

一生的回味是姥姥家的味道

今年 40岁的李芳芳，与姥姥有
深厚的感情。从小，她是看着姥姥
轧面条、吃着姥姥做的热汤面长大
的。很多和妈妈难以启齿的话，在
姥姥面前，她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出
来。永远勤勉劳作轧面条的姥姥，
从来都无条件疼爱她的姥姥，慈眉
善目又睿智无比的姥姥，不仅是她
童年美好的回忆，也是长大后的她
最想活成的模样。

2011年，80多岁高龄的戴成章
在儿子戴继刚的陪同下，从浙江来
到沧州。戴成章是李芳芳的舅姥
爷，也是一位名医。老人此行，为
的是心心念念的父亲和大姐家的面
条味道。从舅姥爷那里，李芳芳知
道了姥姥家更多的故事。

1885 年，戴玉符出生在沧州
城，曾以刻字为生。1925年，他从
天津三条石买来切面机，在西门外
的书铺街从事切面生意，养活了一
家老少。戴玉符有一子五女，儿子
戴成章考上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
从医，切面手艺由长女戴成芳继承。

戴成芳嫁到运河畔后辛庄村刘
家，也把切面生意带到了这里。她
相貌清秀，为人爽快，既吃苦耐
劳，又聪明智慧，虽只上过 3年学，
却写一手好字，还能双手打算盘。

戴成芳有三子二女，继承她轧
面手艺的，是二女儿刘桂英。本
来，刘桂英绣花一个月赚300元，却
被妈妈喊回家轧面条，一个月只给
30元。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
刘桂英却安之若素。

刘桂英的女儿，就是李芳芳。
砖砌的大院子，大槐树下，屋子里
切面的姥姥，和面的妈妈，还有陆
续不断来轧面条的街坊四邻。生长
在这样的环境，芳芳印象最深的，
是姥姥无论多忙都永远干净整洁的
形象，以及说过的那些话：“这个活
儿，好好干，是这么干，不好好
干，也是这么干。干好活儿的人，
干不出次活儿来；干次活儿的人，
这辈子也不出好活儿。”“不该你赚
的，一分钱也不能赚。不然，就算

以后赚了一万块钱，也还不上这一
分钱！”……

戴成章来沧，就是希望能把父
亲和大姐的手艺传承下来。老人
说：“戴家面条里有我一生都忘不了
的味道。你们年轻一代，要把老手
艺传下去！”

从定名到开店用了7年

其实，几年前，芳芳就动过接
班的心思。

那是 2006 年，她生完孩子不
久。她咬牙坚持了两个月，最后实
在受不了了。“每天凌晨两点起床，
轧面条的地方不能开空调和电扇，
天天挥汗如雨，和面、切面都有一
套程序，妈妈看似简单的操作，到
了我手里，就变得异常艰难。我
想，人生要是这么过，真是太难
了。”

她转而经营超市生意，3年赚了
一套新房。偶尔她会想：妈妈辛苦
一生，也赚不到一套新房。姥姥和
妈妈难道不明白吗？她们那么辛
苦，到底为的啥？

当舅姥爷表示要开家面馆传承
戴家面条，且认为她是最理想的人
选时，芳芳掷地有声：“干！”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
虑后的决定。“我再也孝敬不了姥姥
了。开面馆，就是想让姥姥的精神
传下去。”她说，结婚前，姥姥答应
她，要把自己陪嫁给她。谁知，身
体硬朗的姥姥忽然撒手而去，成了
她解不开的心结。打开心结最好的
方法，就是传承姥姥家的味道。

2012年，家人商定，将面条命
名为“戴玉符”面条，并注册了商
标。从定名到开店，他们用了7年。

7年里，芳芳所有的努力，都围
绕传承姥姥家的味道。自家超市旁
有一家快餐店，她毛遂自荐，每天
早晨5时给人家打卤子。快餐店老板
开始怎么也不相信：超市女老板能
俯下身子做这些。3个月后，他彻底
服了。芳芳又提出新的合作方式：
晚餐加入面汤生意，由她带人来
做，利润方面，两家分成。老板当
然乐意。芳芳一下子从打工妹变成
了合伙人。

最少不了的，是和妈妈学轧面
条。有人说，做同一件事超过3万小
时，就能成为专家。妈妈刘桂英一
生轧面条，在这方面可谓出神入
化。芳芳和家人曾试图把面条制作
科学化、标准化，妈妈说不可能。
面粉是新麦还是陈麦，四季气温、
湿度、阴晴不同，水与面的比例、
温度全靠妈妈的双手掌控。7年来，
她无数次在妈妈身边亦步亦趋，在
关键点上依然一看就会，一干就
废。妈妈告诉她：“一旦决定做一件
事，就必须全心投入其中，穷尽一
生磨练技能。”

怀着敬畏和执着做事

2019年6月22日，面馆开业了。

面馆外，人声喧哗，热闹非
常；面馆内，李芳芳看着墙上姥姥
的照片，心静如水。照片里的姥姥
仿佛在说：“你们可以不干，千万别
干砸了。”她暗暗点头。

这处面馆是几经选址才定下来
的。之前，妈妈刘桂英一直催她：

“面馆还开不开？老主顾们都等得不
耐烦了。”

多年来，刘桂英一直在运河边
的胜利公园菜市场卖面条，收获了
一群粉丝。每天早晨，不等刘桂英
出摊，就排起长龙一般的队伍。绝
大多数时候，大家都井然有序，但
也有特殊情况。曾有人冲到最前
面，举着一百块钱喊：“能不能把价
格提到 10 块钱一斤？给我来 10
斤！”有人扛起盛面条的大簸箩喊
着：“今天我要是买不上，谁也别
吃！我扔进河里！”还有人抽自己的
嘴巴：“让你嘴馋……”无论何种情
景，刘桂英总是心平气和。不用她
出手，粉丝们会主动上前一一化
解，她只需按顺序给大家称面条即
可。

苦了累了一辈子的刘桂英，最
享受的就是卖面条的时刻。“特别有
成就感，永远是被别人包围着，一
出来面条就被一抢而光。”

2018年，胜利公园菜市场被取
缔。老主顾们还是离不了她做的面
条。在某种程度上，是老主顾们成
就了这家面馆。

真正干起了面馆，李芳芳才感
到四面八方的压力。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方面对她都是前所未有的挑
战。单从捞面来说，身材娇小的她
要踩在高台上，才能捞起面来，每
捞一勺对她都是考验。艰难的时
候，她就回头看一眼照片里的姥
姥。微笑的姥姥总能给她无穷的力
量。

有人建议她多种经营，以烧菜
为主，兼卖面食和米饭。她没有同
意。初心就是开面馆，就要在面馆
上动心思、下功夫，其他饭菜，不
去涉及。

有人说她一根筋，这何尝不是
她对面馆的敬畏和执着？做家的味
道，做健康绿色安全的食品，才是
她努力的方向。

挺过最难的初创时期，她落下
了一身病痛，也越来越体会到家族
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为了制作
出姥姥家的味道，她拒绝一切添加
剂，每种酱料，都选用最好的食
材，用最传统的方式熬制出来。肉
选哪个厂家哪个部位的，面酱选哪
个牌子哪种容量的，各种蔬菜都是
捡固定商家最好的买……

最难的是熬酱。为了做出浓郁
清香的酱料，她都是下午熬两个半
小时，第二天一早再熬1个小时。熬
酱时，厨房里又不能开空调，冬天
一身汗，夏天犹如洗桑拿。时间，
嘀嗒嘀嗒过去，油与酱由最初的分
离，到一点点彼此交融，这让她想
到了人的一生。炙热的温度下，她
心底无比纯净，常常一个人笑出声。

粗犷汉子的细心

憨厚朴实，46岁的刘
振环有着许多农民工“可
爱”的笑容，不一样的是
他有“许三多”式的眼
神，执着和坚持是这个农
民汉子的底色。

刘振环的家在运河区
刘胖庄村，17岁初中毕业
后，就到村上的建筑队当
小工。推沙子石子、抹
灰、镶砖，看似简单的活
儿，却要经过成百上千次
实践才能摸透其中的门
道。抹灰需要水平，更需
要垂直，墙面才会均匀立
体，没有角度的偏差。这
就对抹灰工提出了精细的
要求，千斤坠得不偏不
倚，差之毫厘，就可能造
成墙面不平或浪费材料。
对此刘振环对每一个环节
都认真学习，精益求精。

刘振环不爱说话，但
学得仔细、干得地道，逐
渐也出了师。5年，与各
种涂料相伴的 5年，在刘
振环的青春岁月中，那些
五彩斑斓的墙面与内饰就
是他对未来的憧憬。

时光回到15年前，刘
振环自己组建了装修队，
凭着那股认真劲儿，得到
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和好
评。同时也不断积累经
验，不断学习技术，不断
破解难题。刘振环说，十
几年前的沧州，仿古建筑
较少，掌握琉璃瓦屋顶铺
设技术的人较少。有一
次，接到客户要求后，立
刻就找到了“高人”学
习。根据实际情况，认真
研究，找到了屋角弧度铺
设的诀窍，完美完成了仿
古屋顶的建设。

施工班长的恒心

术业有专攻，一个好
的建筑绝对是一件精美的
艺术品。泥土之于艺术、
农民工之于艺术的塑造
者，二者之间只有认真学
习、不断创新才能抵达。
7年前，刘振环与圣卓集
团董事长许云飞相遇。在
项目建设中，许云飞专业
的技术和充满活力的奋斗
精神，让这两个有理想的
人走到了一起。

黄骅湿地公园项目
中，学会了“人字铺”；
东光开发区主干路项目
中，学会了抄平放线、在
渤海新区大化工程项目
中，学会了各种设备基础
建设……就这样，在不断
学习实践中，刘振环进步
飞速。

“使用水准仪是项精
密的技术活，不论是道路
还是地下管道，坡度的把
控是最关键的，有时候 5
米就要做一次抄平。咱是
做工程的，一定要做良心
工程，为政府和老百姓服
好务。”刘振环这样说，
也一直这样做。

为了满足建设方的要
求，每项工程开工后，他

都加班加点制定出具体施
工方案，确保施工进度。
在整个施工期，他几乎都
是吃住在工地，为班组解
决技术疑难问题，确保工
程技术到位、质量达标。
他用过硬的施工技术和工
地管理水平获得了公司上
下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如
今，他已是圣卓集团的一
名施工班长。

他勤于学习，善于思
考，为了保证工程质量，
每接手一项新的工程，就
开始挑灯夜战，利用晚上
休息时间，认真学习相关
的施工规范，对工程质量
规范熟记于心。同时要求
施工现场技术人员学习规
范，严格按规范和标准操
作和施工。为了塑造精品
工程，每一项工程开工
后，他都会要求先做模板
工程或样板间，以引样工
程引领工程质量，确保每
个分项工程达到最优质标
准。

“拼命三郎”的爱心

对工作，刘振环是个
“拼命三郎”，可是对家
庭，这些年，他却无暇照
顾。两个孩子上学，他一
天都没接送过。老母亲半
月板手术，他白天黑夜在
工地赶工，陪在床前的也
只有妻子。

随着工作的深入，刘
振环深感自己专业技能的
欠缺，深刻体会到科学文
化知识的重要性。在认真
工作的同时考取了电焊
工、建筑起重司机、电
工、镶贴工等多项专业技
能证书，并利用工作之外
的时间考取了函授大专。

日前，刘振环获评
“河北省最美农民工”。对
于这样一个执着好学的
人，圣卓集团主管生产的
副总经理刘书旺说，在工
地上，脏活累活他都冲在
前面，给工人们带了个好
头。技术负责人王兰天
说，振环是个工作狂，好
学善作，遇到困难可以举
一反三。负责集团党建工
作的蒲宝建则夸他积极参
与公司爱心社捐赠活动，
乐于帮助他人。

集团董事长许云飞对
他这位“老友”更是赞
赏有加，“做企业，干事
业，就需要这样有责任
有担当有胆量的人。企
业 随 着 国 家 政 策 的 调
整，在不断创新升级，
接触的高端精品项目会
越来越多，为员工们注
入新的血液，不断学习
才是企业发展的长久动
力。集团将以刘振环为
榜样，激励全体员工，
奋发有为，做好圣卓的
每一项民心工程。”

天逐渐亮了，工地上
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对
于荣誉，刘振环只是微笑
以对，他拿着测量仪，瞄
向了远方。那是企业发展
之路，更是他人生越走越
宽的路。

1925年，戴玉符在沧州书铺街卖面条，供养一子五女长大。之后，戴成芳、刘
桂英母女依次接过生意，戴家面条成了百年来沧州人记忆中的味道。而今，传承的
重任落在第四代李芳芳的身上。为了祖传的手艺，事业小成的她决定从头开始。

致敬百年党龄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