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段自称拍摄
于 1930年代初期的沧州乡
村影像在网络上广泛传
播，备受市民关注和热
议。似曾相识的沧州风
貌，若隐若现的口音、腔
调，不仅再现了百年前的
真实场景，也勾起了许多
人的儿时回忆。

透 过 这 段 珍 贵 的 影
像，运河景致、民俗遗
韵、风土人情再一次从历
史深处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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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旧影像可属老沧州百年前旧影像可属老沧州？？

交河镇政府大院交河镇政府大院 留住红色记忆留住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寇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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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万物凋零，城市褪去了色
彩，泊头交河镇政府大院却在寒冬
里 ， 闪 现 着 亮 丽 的 “ 红 ”： 这

“红”是老建筑物的粉刷一新，更
是红色文化传播的映照。

从2020年开始，镇政府大院就
热闹起来。交河革命纪念馆在这里
落成，严肃的政府大院更加接地
气。耋耄老人，稚童学子，自由行
走在大院里，去了解交河的革命历
史和人民英勇奋斗的篇章。大家发
现，红色的因子一下子激活了老建
筑的生命。

在大院西北处就是新建的交河
革命纪念馆，如今已成为“泊头市
青少年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
放。从 1925年到 1984年，交河的
革命历程、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
史人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在纪
念馆里一一呈现。

“张隐韬打响交河反抗压迫第
一枪”“第一任县委书记叶宗汉投
身辽沈战役”……讲解员认真讲
解着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庄重
的氛围、红色的历史，让参观者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在这一刻
点燃。

革命纪念馆以时间为轴线，以
中国共产党在交河活动的历史为脉
络，分为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两大篇章。交河是一片红
色的土地，馆内整体风格也与此呼
应。大面积的红色基调，大气庄
重。4个展柜并作一排，展示着当
年曾用过的器具、办过的报纸和读
过的书籍，党徽、国徽交相辉映，
照耀着那些曾经逝去的英雄烈士。

1925 年，共产党员张隐韬在

交河县泊镇发动群众，组建起一
支 1200 多人的农民自卫军，打响
了交河人民反抗剥削、压迫、推
翻旧世界的第一枪。1926 年，津
南特委委员刘格平到直隶九师，
发展了交河县第一位共产党员，
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从此，九
师成为津南革命的策源地，吴建
华领导建立交河县委，叶宗汉任
书记。

“七七事变”后，交河涌现出
黄立荣、刘剑鸣等一批抗日英烈。
在对敌斗争最残酷的时候，在大赵
庄村建立献交县政府，大赵庄村也
成为坚强的红色堡垒，被誉为华北

“小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交河
人民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
社，广大贫苦农民真正翻身得解
放，齐心协力组织生产，发展经
济，提高人民生活。

走进政府大院，五星红旗在
门楣上方飘扬，两根红色圆柱挺
拔而立，中间门头是“为人民服
务”，两侧白墙上是“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的宣传标语。穿过门
楼，74 间办公用平房见证着历史
变迁，历经着沧桑岁月。“门窗、
花墙沿用了上世纪 50 年代的样
式，为保持原貌，我们找了很久
的手工艺人承接修复工作，窗棂
的红漆是一点点调出来的。”副镇
长孙君健说。

在院子东侧，已经多年停滞的
小喷泉，经过一番维修，也正常运
转起来，“哗哗”的流水声为小院
增添了无限生机。正对大院门楼的
是一棵参天高耸的梧桐树，深受大
家喜爱。由于当时种植期间，正逢

全国学习县委书记好榜样焦裕禄的
热潮，所以这棵树被视为焦裕禄精
神的象征。梧桐树历经风雨六十
载，根越扎越深，枝干在政府大院
蓬勃舒展。

以政府大院为核心画圆，周围
是一片又一片的老建筑，房屋大多
有四五十年的历史。如何像对待

“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这些老
建筑，以科学态度、绣花功夫做好
保护利用的大文章，是交河在新一
轮城市更新中认真思考、细心实践
的问题。

交河镇自宋熙宁六年立镇，交
河驻地始终未曾变动。104国道和
106国道自两翼通过，省级公路正
港路贯通东西，县级公路东固路纵
贯南北，这里曾被列为“全国 500
个小城镇建设试点镇”“第三批全

国发展改革试点镇”“河北省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这里有苏
式建筑红星礼堂、瀛南书院、留犊
亭、钟楼等文化遗迹。

从梳理这地块的历史文脉着
手，交河明确了“原址修复、修旧
如旧”的原则。同时提出，在注重
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整合红色
文化资源，引进文化和文艺元素活
化利用，打造红色历史文化小镇。

交河革命纪念馆的故事才刚刚
开始，打造红色文化小镇的系列举
措，在穿越历史的老建筑前上演。
老政府大院赋能，这是一个“建筑
可阅读”的新故事：在保护中更
新、在更新中更好保护。打造最美
红色大院，展现了泊头交河人民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
理的生动图景。

再现运河往事

视频开始的前半分钟，镜头始
终在乡村的房屋前摇移。一幢幢错
落的土坯房，高矮不一，几乎家家
门前都堆着麦子垛。几个身着薄衫
的男子正在聊天说笑；旁边，躺着
一头悠闲自在的牛。

然后，拍摄者来到了宽阔的麦
场。打成捆儿的麦子沿着麦场四
周，堆成一座座小山，还有的已经
碾轧完毕。人们谈笑风生，场上人
头攒动，似乎在分享着收获的喜
悦。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人们的说
话声，腔调正像沧州一带的口音。

耙地、打场、筛粮、牛车……农
忙时的种种情景，吸引着拍摄者前往。

镜头下，还有锯木头的男子，
拉着石碾子轧场的毛驴，村民拉着
牛犁地等等，犬吠、拉车、叫卖声
不绝于耳。

镜头一转，来到了运河边。辽阔
的河面上，一艘木船擎起高高的白
帆，几个身穿长袍的男子手持长桨，
奋力划船。忽而，一艘货运船驶来，
船上满载着货物，速度很快。影像
中，还能听到奔腾的运河水声。

随后，作者将镜头对准了两个
“打水”的男子。只见两个强壮的

男人拉动一个类似篓子的器具，篓
子像是柳条编织而成、固定在一条
绳索上，两个男子一齐拉动绳索，
用统一的摇晃动作，将篓子里的水
投进后面。一遍遍重复打水，动作
看起来很娴熟。同样是这样“打
水”，随后出场的两位男子将水投
进身后的水池中，“哗哗哗”的水
流声音清晰可辨。

这些熟悉的画面，将人们的记
忆瞬间拉回到上个世纪，渡船、码
头、货轮，河边奔忙、劳作的人们
……运河往事，再次浮现。

似曾相识的影像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来源于一
位网络视频博主，他在视频开头介
绍了这段视频的来历：“这是拍摄
于1930年代初期河北沧州乡村的罕
见影像，由当时伦敦退休教师克莱
博士来中国时所拍摄；同行的，还
有克莱的女儿，一名医学传教士。
根据1933年的《沧州志》和创刊于
1887年上海的《博医会报》记载，
光绪二十二年开始，陆续有伦敦传
教士协会的人员来到沧州，还建立
了一家名为‘英国耶稣教沧州施医
院’的教会医院，后重建并更名为
沧州罗伯茨纪念医院。而克莱的这

次沧州之行拍摄的这段并不专业的
影像，和当时流行摄录城市、景
点、时事等不同，其专一记录下了
当时沧州的乡村及百姓忙农务的场
景，让后人能用更生动的方式，了
解那个年代的沧州乡村日常。”

他的这段视频从何而来？视频
拍摄地到底是不是沧州？我们不得
而知。但这段影像仿佛似曾相识。

2020年初，一本名为《运河人
家》的书走进沧州人的视野。这本由
英国人写于一百年前的小书，在沧州
引发强烈关注。从译作，到探秘一般
地回溯挖掘原著，建群、开研讨会，
大家在蛛丝马迹里寻找答案。在本报
的持续关注下，先后刊发了多篇报
道，从地理位置、民俗民风、标志性
建筑、博施医院等多条线索出发，最
终确定书中所描写的城市就是沧州。
书中发生的很多故事就在博施医院旧
址，与博施医院历史相互印证。这次
探秘对研究运河文化、沧州历史有着
重要的意义。

如今，博施医院旧址上，建起
了博施博物馆。这段影像也吸引了
馆主于龙华的关注。他说，视频里
的很多画面与《运河人家》书中的
照片如出一辙，如锯木头的男子，
运河边“打水”的场景，就连运河
里的船只都与书中的十分相似。

按照视频里所说的医院，可能就
是当年的博施医院，但于龙华翻阅了
博施医院的史料，并未发现有关“克
莱”博士以及他女儿的相关记载。

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虽然这段视频有些模糊、晃
动，但还是唤起了沧州人的记忆。

有网友说，和他记忆中的农村
老家一模一样，影像里那些农活，
生长在农村的人都干过；有网友
说，百年前的沧州口音和现在几乎
一模一样，让人倍感亲切；还有的
网友猜测，这大概是关于沧州最早
的一段影像记录，近百年前的沧
州，风土人情、乡村风貌、运河往
事，就在这一帧帧影像中复活。

还有的网友持怀疑态度，说运
河岸边的许多乡村都有这种情景，
不能仅凭视频博主的介绍就断定是
沧州。

关于这段
视 频 的 讨 论
仍 在 继 续 。
期 待 读 者 提
供 更 多 的 线
索 ， 继 续 挖
掘 视 频 中 的
元素和故事。

本报记者 杨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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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家亡之际，他在家乡献
县高擎起抗日的大旗；他组织抗
日武装，加入张仲瀚领导的“津
南抗日自卫军”，为巩固冀中抗日
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驰
骋疆场，战功赫赫，深受献县人
民的爱戴；他为新中国经济建设
出谋划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
了党和人民。他，就是献县籍抗
日英雄苑进忠。

新中国成立后，苑进忠任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委员会委
员。1958年3月13日病逝。

虽然苑进忠去世多年，但关
于他英勇作战的故事仍在家乡广
泛传播，影响深远。

建立抗日武装

苑进忠，又名苑鹤，1907年
4月出生在献县陌南村。他从小
读书认真，后来在师范学校毕业
后，回到陌南村当小学教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
本侵略者不断南进，没多久就占
领了献县县城，苑进忠一家平静
的生活也被打破。

面对山河动荡、内忧外患的
困境，苑进忠决心要杀敌报国。
他和一些知识青年深受红色思想
的洗礼，不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
想。他们汇聚到一起，决定建立
一支抗日武装。当时，附近村的
爱国青年纷纷响应，杏园村的冯
恩荣拿出自家存的十几支长短
枪，动员了十几名青年报名；黄
鼠村的刘盼钧、刘炳钧兄弟分别
动员了 20 多人、十几条枪加
入；孝举村的李恒桢，也带着 20
余人参加……不久，一支拥有
100多人、七八十支枪的抗日武
装组建成立，名为陌南义勇军，
苑进忠被推举为陌南义勇军队
长。

1938年初，张仲瀚组织成立
“津南抗日自卫军”，并到献县商
林一带招兵买马。苑进忠了解情
况后，加入了这支队伍。张仲瀚
将陌南义勇军编为津南抗日自卫
军第一支队，苑进忠担任支队长。

1938年 3月 28日，第一支队
又改编为津南抗日自卫军第一团
特务营，苑进忠任营长。陌南义
勇军经过改编后，在武器装备上
有了很大的提高，战士们的抗日
热情也空前高涨。

奇袭日军据点

1938年8月，“苑进忠营”由
献县西乡来到了献县东部一带离
津浦铁路较近的村庄。他打算在
附近伺机袭击敌人，振奋一下战
士们的士气。

经过几天侦查，他们选定了
沧州砖河火车站的日军据点作为
袭击目标。

砖河是位于沧州与泊镇之间
的一个小车站，据点内驻有日军
一个班以及十几个伪军，防范松
懈。苑进忠认为，出其不意，打
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完全可以取
胜。但必须速战速决，因为砖河
距离驻有日本重兵的沧州城很
近。

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苑进
忠挑选了 40 多名战士，分成两
个小分队，化装成农民和小商
贩，把武器藏在了米袋和钱袋
里，和赶集的群众一起混进了砖
河车站。

街上赶集的人熙熙攘攘，苑
进忠带领几个战士慢慢向据点门
口的日本哨兵靠拢，同时将手伸
向怀里，将手枪的机头打开，又
悄悄地与战友们用暗号进行联
系。在确认所有战士都已进入战
斗位置后，他猛地抽出手枪，一
个箭步冲到日本哨兵跟前，对准
哨兵便扣动了扳机，敌哨兵当即
中弹倒地。

苑进忠立刻带领几个战士冲
进了日军据点。据点内的敌人毫
无戒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
得晕头转向，有几个日伪军还没
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击
毙了。其他的日伪军则仓皇逃
窜。苑进忠立即指挥大家用火力
封锁据点，同时指挥另一分队的
战士抢占制高点，打击冲出来的
敌人。

敌人在短暂的慌乱之后，也
清醒过来，用猛烈的火力反击苑

进忠他们。双方交战了几个回合
后，苑进忠意识到再这样僵持下
去，一旦敌人增援，则对战斗十
分不利。于是，他命令士兵们立
即撤出了砖河。

敌人的增援比苑进忠预料的
还要快，战士们还没有全部从敌
人据点撤出来，砖河站外面已经
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敌人得知
砖河据点被袭后，便立即派兵前
来增援。苑进忠指挥部队边打边
撤，最终摆脱了日本兵的追击，
结束了这次奇袭战。

这次战斗击毙日伪军 10 余
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活捉了
一个翻译官，俘获伪军 10余人。
回到献县县城后，张仲瀚亲自主
持召开了庆祝大会，赞扬这次战
斗是津南人民向日本侵略者打响
的第一枪，并当即宣布了嘉奖令。

为经济建设作贡献

由于“苑进忠营”频繁地打
击敌人，很快引起了敌人的重
视。敌人集结兵力，要专门对付
津南抗日自卫军，形势十分严
峻。为保存这支武装力量，1938
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
臻命令津南抗日自卫军尽快开到
阜平一带进行整训。 1939 年 1
月，苑进忠率领三营随津南抗日
自卫军离开家乡，开进了河北西
部的大山中。

1938年12月，冀中区党委和
军区决定，将津南抗日自卫军划
归贺龙的 120师，改编为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后，仍由张仲瀚领
导。1939年 1月，这支部队随同
120师在贺龙的领导下，东出冀
中与冀中军区汇合，巩固了冀中
抗日根据地。

其间，苑进忠率部随 120师
参加了冀中河间齐会战斗，消灭
了日军吉田大队 700余人。此后
又打击了向八路军寻衅的国民党
石友三、张荫梧部。

1939年 1月，日军得知袭击
砖河日军据点的，是献县陌南村
苑进忠时，出动了 100多人，从
县城向陌南村扑来，妄图捉拿苑
进忠及其家人。为躲避敌人追
捕，苑家人在共产党和亲友的帮
助下东躲西藏。

经过日本兵的洗劫，苑家人
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纷纷参
加到抗日中来。苑进忠的大女儿
苑林瑞，1940年 2月参加献县第
六区妇救会，任主任，1941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成为献县
城乡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儿
子苑林春参加朱鸿儒领导的第七
区小队，在县城西部不断地开展
对敌斗争。

1939年 7月，张仲瀚奉命率
领八路军 120师津南抗日自卫军
1700余名指战员到达河北省灵寿
县北谭庄，与八路军120师359旅
719团合编。八路军120师政治部
主任甘泗淇主持大会，由师政治
委员关向应宣布 120师津南抗日
自卫军与 719团合编的命令。八
路军 120师津南抗日自卫军转为
120师359旅建制序列、番号为八
路军 120师 359旅津南抗日自卫
军，下辖 4个营，兵力达到 2300
余人。曾经的“苑进忠营”就在
其中。

整编后，苑进忠被抽调到抗
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人中国共
产党。后调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
员会实业处合作科，任科长。
1945 年 4 月任第四专署实业科
长，后来，组织筹建华北合作总
社，他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
苑进忠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委员会委员，为新中国大规模经
济建设出谋划策，作出重要贡
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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