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沧州最早开创“新法接生”

1927年，博施医院护士长克里斯
琴森在她年度工作报告中写到：“在
中国，熟练的助产师是目前最急需的
人员之一，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护士有
能力胜任这个工作。中国农村的助产
师非常可怕，她的接产工具就是一团
麻线，一片不干净的布，一个铁钩子
和一把剪刀。看到她们的接生你会吓
得浑身颤抖……”虽然她写得有些夸
张，但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时代，孕妇
生产的确形同过“鬼门关”。

1928年，博施医院成为“中国护
理学会的注册护士培训单位”。在博
施医院工作的“护士”们，完成 4年
的学习后，有资格参加考试并获得该
学会颁发的官方证明，因此她们获得
毕业证书后能够到处就业。

1929年3月20日，在博施医院门
诊举办了一个小型毕业典礼，7名护
士获得了护士资格证书，其中就有在
博施已经工作一年的胡荣卿。她是山
东武城县人，毕业于德州美国公理会

“卫氏博济医院”附设护校。这所护
校教学质量较高，在中华护校全国会
考时，她的成绩多次名列前茅。

1930年春天，当时博施医院院长

莱特开办了博施医院“城内诊所”。
每周，医院都会派一名医生、一名护
士长和一名护士在城内诊所工作 3
天。为了给病人看病，他们需要从博
施医院渡过大运河到达沧州城里。虽
然开始的时候这个诊所很小，但它却
被寄予厚望，因为它是未来的“妇女
和儿童诊所”。

在沧州城里开设这样一个“产前
和公共健康诊所”，需要提前选派专
门的人员负责这项工作：首先要在助
产方面进行特殊培训，到时还能够出
诊到病人家里实施医疗救助，并亲自
实施接生。在博施医院女病房工作的
胡荣卿非常愿意接受也适合这份工
作，因此，博施医院出资派胡荣卿到
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特
殊培训。1932年 2月底，胡荣卿返回
博施医院，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城内门诊”在胡荣卿的努力下
取得了巨大发展，只要来的人她都予
以专业帮助，她一有时间也会应邀出
诊。尽管她总是在深夜里被从睡梦中
叫起来“出急诊”，但无论工作多么
繁忙，人们未见过她因为着急而不礼
貌。涉及家庭的问题、孕产问题，人
们都会寻求她的建议和指导。

城内门诊的妇女和儿童就医人数
快速增长，仅一年时间，胡荣卿就为
88 例产妇接生，送博施医院 11 例。
许多妇女的二胎生产也都去找她。胡
荣卿的医术已经超越了那些年长的接
生婆，她采用最新的技术和专业知识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她的努力
下，孕产妇的死亡率极大降低，婴儿
的成活率显著提高。

“七七事变”后，日寇迅速占领
北平和天津，沧州从 1937 年 9 月开
始，被日军侵占达 8年之久。最初，
博施医院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院
内乐善园小学解散了，周围老百姓常
常躲到博施医院避难，防止日本鬼子
飞机炸弹轰炸。为避免危险，在衡水
肖张和沧州博施工作的英国人全部撤
到北戴河躲避，只有中国员工在医院
留守，医院实际处于“关门”状态。
随后几年，在医院工作的中国员工也
相继离开、自谋生活。

1939年，在博施医院工作 10多
年的胡荣卿也离开了，她在沧州城里
的李家花园开设了沧州第一家妇孺诊
所。

沧镇联合医院 胡荣卿的新去向

1997年版的《沧州市卫生志》上
有这么一段记载：1939年 9月，胡荣
卿在李家花园开办了助产诊所，推广
新法接生，开展妇女保健。1958年诊
所归入沧镇联合医院。

“沧镇联合医院”在哪儿？是现
在的沧州哪家医院？

首先要理清沧镇联合医院的演变
历史：1950年，老中医冯襄亭等 8人
在江岔子（现解放桥东北侧）成立沧
镇第一联合诊所。1952年，钱政芝等

4人在南门里成立沧
镇第二联合诊所。
1956 年，孙英等人
成立沧镇第三联合
诊所，地址在钱铺
街。随后，其他联
合诊所陆续成立，
至 1957年沧镇共成
立联合诊所 9 个。
1958年 8月，沧镇 9
个联合诊所组成沧
镇联合医院，院部
设在原沧镇第三联
合诊所，同时租用
沧镇税务局 40余间
公 房 建 立 病 房 ，
1960 年改为沧县城
关 人 民 公 社 卫 生
院 。 1961 年 6 月 ，
沧县城关人民公社
卫生院撤销，部分
人员分出，分别成
立了河西公社卫生
院、小赵庄公社卫生院、南陈屯公社
卫生院、小王庄公社卫生院。同年 7
月 1日，在原沧县城关人民公社卫生
院旧址，又租赁旧房40余间，由沧县
医院划分过来的11名医护人员，与原
沧县城关公社卫生院部分留用人员组
建沧州市人民医院。通过分析沧镇联
合医院的历史变迁，研究者们推测胡
荣卿最终的工作地点一定是在沧州市
人民医院。

同事记忆中的胡荣卿

为进一步确认，博施文化的研究
者们又找到沧州图书馆的刘淑珍，通
过她联系到沧州市人民医院医院管理
研究室主任、市医院院志执行主编李
建英，李建英在市医院儿科工作 24
年。几经辗转，李建英通过寻访退休
的老职工，终于联系到沧州市医院妇
产科退休大夫张文英。

据83岁的张文英讲述，她与胡荣
卿当年是同事，她对胡荣卿非常了
解，市医院建院时，她们一起并入医
院妇产科工作，胡荣卿任主任。

张文英还说起，她听母亲讲，
1939年，张文英就是由胡荣卿到家里
来接生的。张文英初中毕业后到沧县
城关卫生院上班，医院派她到沧镇联
合医院拜胡荣卿为师学习接生，那时
都是到产妇家里接生的，张文英学到
了一身好手艺。后来她和胡荣卿一起
到刚成立的沧州市人民医院工作，成
为同事。大家对胡荣卿高超的医术和
高尚的医德十分钦佩，她与同期的几
位医生创建了沧州妇产科，为沧州市
医院妇产科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也
为市医院妇产科在沧州赢得了良好口
碑。

退休后的胡荣卿去了天津，与在
天津音乐学院工作的侄女一起生活。
1984年因心梗去世。

张文英老人的回忆与《沧州市卫

生志》对胡荣卿的介绍基本上一致：
胡荣卿在沧州市人民医院成立后，任
妇产科主任。她积极宣传新法接生对
母婴的益处。为使产妇减少痛苦，对
技术精益求精，高、低位产钳应用娴
熟，尤其对一些难产孕妇，昼夜守
候，施展其技，尽量使其免受剖腹开
刀之苦，致使新法接生很快得到广大
群众认可，减少了婴儿破伤风的发病
率，受到沧州人民的赞誉，城乡均负
盛名。

胡荣卿技术超群，为人谦和，工
作认真，作风严谨。有一产妇胎位不
正，连续几日无法分娩，决定剖腹。
产妇家属闻听，携产妇转院，求医于
胡荣卿，经她正胎，很快分娩。此类
事情不胜枚举。

胡荣卿生前曾当选河北省第一届
人大代表，沧州市第一、二届政协委
员。她终身致力于妇幼保健工作及妇
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发展培养妇产
科人才，言传身教，倾其所能，为沧
州妇幼保健和妇产科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

另外，据张文英老人讲，胡荣卿
和当时的“万婴之母”林巧稚是同学
或曾是同事。胡荣卿在沧州市医院工
作时，经常与林巧稚联系，探讨工作
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并得到林巧稚的
技术指导。

接下来的故事还待进一步挖
掘……

胡荣卿胡荣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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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党忠诚、无私奉献，
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不断探索
农业发展的致富路，把自己的
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虽
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名字却依
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中。
他，就是杨长善。

杨长善，东光县龙王李镇
纱杨贵村人。曾任本村生产队
会计、民兵连长、村党支部书
记，后任东光镇副镇长、东光
县物价局局长等职……2020年
5月4日病逝，享年76岁。

很 多 人 说 ， 杨 长 善 身
上，有焦裕禄一心为民鞠躬
尽瘁的无私奉献精神，还有
改革者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
取的精神。

曾是县里的“民兵英雄”

1945年 6月 12日，抗日战
争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纱杨
贵村杨家降生了一名男婴。父
亲高兴不已，盼着儿子快快长
大，除恶扬善，因此取名杨长
善。

杨长善出生在战乱年代，
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烽火硝烟成长。直到新中国成
立，才过上安稳的生活。

学校放假，他白天到互助
组干农活，砍草喂牲畜、放
羊，晚上在油灯下学习。

三年困难时期，杨长善为
了家庭生计选择了辍学，回家
参加生产队劳动。

年仅 15岁的杨长善在同龄
人中身材不是很高，但干起活
来总是冲在前面，拔麦子、打
棉花柴、修沟挖河……脏活累
活抢着干，加上他有文化，很
快被提拔为记工员、小队会
计。

1965年 1月，经纱杨贵村
党支部推荐，由公社武装部考
查，杨长善担任大队民兵连
长。

冬季是民兵训练的繁忙季
节，杨长善参照部队的训练大
纲和要求，进行民兵整组和各
项训练。劳动间隙，他和大家
一起训练，单手练托把，木枪
练刺杀，练擒敌拳，带领的民
兵个个英勇无比。公社组织民
兵大比武，纱杨贵民兵连各项
比武都遥遥领先，多年蝉联全
县优秀民兵连队，杨长善也被
县人民武装部授予“民兵英
雄”称号。

把盐碱地改造成丰产田

纱杨贵村西有 300多亩盐
碱地，旱年一片白花花，沥涝
满地是蛤蟆。1965年春天，东
光县委组织全县干部进行小麦
春灌大联查，到了先进村纱杨
贵村，看到盐碱地上寸草不
生，县委领导着了急。

一向积极上进的杨长善坐
不住了，主动请缨，希望能改
造盐碱地。

他把 300亩盐碱地划分成
12 个方字形，碱土刮起来推
走，在方田周围挖出宽一米、
深一米的深沟，把挖出的好土
垫在田里，采取灌溉压碱、深
沟排水的办法，把盐碱地变成
旱能浇、涝能排的台田。碱土
通过猪踩牛踏变成有机肥。

3个月后，300亩盐地彻底
改造成了丰产田，每年为全村
增产粮食 4.8万多公斤。从此，
纱杨贵村再没吃过国家的救济
粮。

纱杨贵村的事迹在全县传
播开来，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
不绝。

在县礼堂，杨长善介绍纱
杨贵村的经验，他说，自己带
着一连串的问题去学习，将理
论联系实际。20分钟的发言，
曾5次激起代表们的热烈掌声。

带领村民兴文化搞副业

纱杨贵地处东光县城东
南 25 公里，农民到城里看戏
很不方便。早在 1948 年，村
里就办过京剧团、梆子团，聘
请老艺人教大家学戏，为的是
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激发人民
群众打粮食支援前线的斗志。

传承到杨长善这里，他又
想出了新主意。1968 年，他以

民兵连为骨干，成立了文艺宣
传队。在青年民兵中挑选文艺
演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从
舞蹈、相声、快板，到学唱现
代戏，宣传队样样精通。演员
们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加
班排练，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呈
现在村民面前。

后来，文艺宣传队远近闻
名，还到附近村去演出。寒冬
的晚上演到夜里 11点，戏不散
观众不离场。

宣传队火了，纱杨贵村也
随之火了起来。村里人进城办
事，走亲访友，只要提起纱杨
贵村，人人都对宣传队赞不绝
口。纱杨贵也成了东光县的一
张名片，连集市卖鞭炮的都打
出纱杨贵的招牌，同样的农副
产品，只要说是纱杨贵的，人
们都争着买。这就是杨长善引
发的“文化效应”，全村人都受
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纱
杨贵村，农业仍沿用传统的生
产方式，粮食产量低。当时的
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
体的，剩下的分配给社员。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里，尽管农民都不富裕，但各
村都抢先交爱国粮、爱国棉，
纱杨贵村也总是抢在前头。杨
长善在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大
会上提出构想：以工补农、大
办副业，发挥本村巧手能人作
用，农业、副业两手抓，最终
富国强民。

杨长善的话，说得大家心
里热乎乎的。他们有的说红荆
条可以编筐、编粪篓；有的说
棉籽可以榨油，剩余的棉籽皮
可以作为牲畜饲料；有的妇女
说用麦秸秆搞草编，俺们妇女
都能干，给外贸公司加工就能
挣钱……当年，全村弹花榨
油、鞭炮、草编、荆条筐四项
副业增加集体收入 17万元，反
哺农业打井办电，农业也取得
大丰收。

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接见

1967年10月，沧州军分区
在全区评选代表，参加河北省
军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
代表大会。评选范围是优秀现
役军人和民兵先进分子，全区
26 个名额，分配给东光县 1
个。经过基层评选，武装部政
治审查和层层评比，时任纱杨
贵村大队民兵连长的杨长善最
终获选。

11 月 13 日，他同 1300 名
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受
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成为他终生
难忘的时刻。

从北京回来后，他没有沉
浸在荣誉中，而是很快又投入
到了村里的工作。

杨长善先后任龙王李公
社、后店公社党委副书记，东
光镇副镇长，燕台乡党委书
记，县物价局局长……无论在
什么岗位，他都坚定地跟党
走，听党的话，工作扎扎实
实。杨长善说：“共产党员只要
心中的红旗不倒，再大的事都
不叫困难。”

2005年 6月，杨长善退休
了，他把子女们叫到一起吃了
顿饭，说：“我这一生是党培养
的，党给了我一个为人民服务
的平台，我始终感念党恩，如
今我老了，你们遵纪守法，别
做给党抹黑的事情，就是对我
最大的孝。”儿女们也以父亲为
榜样，凭着自己的能力，在普
通的岗位绽放光彩。

在过去的乡村，不管是在晨曦微
露的清晨，或是在阳光灿烂的中午，
还是在彩霞满天的黄昏，每当到了炊
烟袅袅的做饭时间，家家户户就响起
了“呼哒、呼哒”的风箱声。这节奏
明快、韵味悠长的乡音和着锅台飘起
的饭香，奏响了令人陶醉的乡村大合
唱。

风箱，在北方农村最普通不过的
东西，承载了多少人的烟火记忆。一
个世纪以来，风箱是家家户户做饭的
必备装备。那么风箱是怎么做出来，
又是怎样来到了千家万户的灶台旁
呢？早在清代中晚期，河间的龙华店
和周边各大集市庙会就有专门经销风
箱的贸易场所，因此逐渐形成了以闫
辛庄为中心的风箱制造之乡。

闫辛庄做风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明朝，迄今已有 600多年了。村里做

风箱的有顺兴号、聚兴号、同兴号、
永兴号等十几户，经历了几百年的大
浪淘沙，只有顺兴号依然保留着这个
古老的手艺。闫国栋就是顺兴号的传
人，他的先人在明朝时就开始教人们
制作风箱，在他先人的带动下，闫辛
庄的风箱制作渐渐形成了规模，而他
也为自己的风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顺兴号。闫国栋自幼跟随父辈学
习风箱的制作工艺，技术精湛，在掌
握家族流传几百年工艺的基础上，不
断大胆创新，使做风箱的技艺得以传
承下来。随着闫国栋老人年纪越来越
大，他也将祖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风
箱制作工艺传授给了儿子闫文杰。

闫国栋的顺兴号制造风箱种类大
致有三种：除生火做饭的风箱以
外，还有打铁用的体形大、风力猛
的风箱和锔盆锔碗的小炉匠用的小

巧风箱。风箱的体型大小虽然不
同，但内部构造基本一致，以家用
做饭的风箱为例，它的外形是一个
长 70厘米、宽 30厘米、高 43厘米的
长方箱体。

闫家风箱的做工极为精细。选材
用料相当讲究，板用有弹性、性软且
不裂的泡桐木。解板后晾干，用锯末
暗火将晾干的泡桐板炽烤一周，断其
盘骨，而后合缝。合缝用鱼皮胶黏
合，浑然如整，用鱼皮黏合的缝口，
扔在水里泡一两个月纹丝不动。接口
处用榫、竹钉，不开不锈；杆用槐
木、枣木，性坚耐磨。为使内壁平滑
如镜，就打上蜂蜡；为防水防潮，外
壁便涮上两遍桐油，这样做出的风
箱，用时百年不坏，而且异常好用。
享尽呵护的风箱进了锅屋，黑乎乎的
灶膛便生冷不忌，枯枝、落叶、棉

柴、豆草、麦穰、秫秸……风箱巧妙
地掌握着火候，使人们的一日三餐变
得有滋有味。

2009年，河间闫氏风箱制作技艺
被列入河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随着社会变迁，备受当年庄户人
青睐的风箱闲置下来了，作为一种文
化被保护传承起来。看着一个个被油
得锃亮的大小风箱，闫国栋说，希望
风箱文化能传承下去， 留住这浓浓
的烟火气。

前排左一为护士胡荣卿前排左一为护士胡荣卿

近两年，随着对沧州
博施医院研究的不断深
入，博施文化成为许多人
关注的焦点。这座百年医
院彰显着沧州卫生事业的
基础与发展，一段段鲜为
人知的故事被挖掘出来，
一个个医学先辈的事迹为
人们所称颂。

近期《博施文化》公
众平台上，胡荣卿的名字
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她是
沧州现代最早开创“新法
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在
沧州开创了第一家妇孺医
院，是沧州医学妇产科的
鼻祖。今天，让我们拂去
历史的尘埃，讲一下胡荣
卿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