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14日 星期五
农历辛丑年十二月十二 P5责任编辑 齐斐斐 杨静然

电话 3155702 电邮 bhzk0317@126.com周末关注
ZHOUMO GUANZHU

数九寒天，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悄然而至。
寒风刺骨，却挡不住摄影师的拍摄热情。近
日，我市女摄影家协会举办的“辞旧迎新走运
河”活动在青县开启。当天，协会的 10余名
女摄影师来到大运河青县段，用镜头记录运河
冬景，探访孝老食堂开启的农村养老新模式，
参观青县红木文化小镇，将新春祝福献给盖宿
铺村的百岁老党员王金荣……

第一站，是运河沧州段的最北端——青县
李又屯村。运河边的古驿公园里，没有熙熙
攘攘的游客，只有两岸的树木傲然挺立，守
护在运河边。冒着凛冽的寒风，摄影师们背
着设备来到岸边，用镜头记录下运河冬日的
景象。

早就听说流河镇人和镇村民风淳朴和谐，
身临其境后，摄影师们也感同身受。早上7时
多，村里的孝老食堂已经热闹起来，志愿者围
裙、帽子、口罩、手套穿戴齐全，在厨房忙碌
着，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老人们吃得不亦乐乎，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
笑容。

村党支部书记胡宗权说，在人和镇村的孝
老食堂，7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每天都能免费
享用热乎又可口的三餐，做饭人员都是村里的
志愿者，还有很多爱心人士提供运营资金。其
中，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以住在这里。

这种农村养老新模式，引得摄影师们赞叹
连连：“人和镇村的老人太幸福了！”说着，她
们记录下老人们的一张张笑脸。

随后，一行人来到了大运河红木文化馆。
大运河，生生不息的河。青县的红木文化

便是依托运河而生，被历代专家学者称为“大
运河漂来的文化”。红木文化学者王晓海介绍
了运河与红木的渊源、古典家具的历史沿革以
及不同时期的红木家具作品。精雕细刻的红木
家具闪耀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摄影师一边
拍摄一边感叹。一张张精美的照片，不仅记录
了古色古香的家具，更彰显了我国厚重的历史
与文化。

一路行走，一路拍摄，众人期待的盖宿铺
村到了。在这里，她们见到了百岁老党员王金
荣，听他讲述烽火岁月里，用笸箩运送八路军
过河的感人故事。

“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1943年，
22岁的我秘密入党。入党后接到的第一个任
务，就是建立秘密渡口。那时，运河上既没有
船，也没有桥，日伪军封锁得又特别严。上级
运来一个特大号的笸箩，最多能载 12个人过

河，我就是用这个笸箩，载着八路军过河
的。”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王金荣依然心潮澎
湃。

老人的故事深深打动着在场的每一位摄影
师，她们用镜头捕捉着老人的每一个表情和神
态，仿佛追星一般，纷纷围绕在老人身边合影
留念。

如今的红色渡口，已经树立起了纪念碑，
旁边就是运河。大家来到纪念碑处，遥想当年
的情景。“盖宿铺红色渡口”几个鲜红的大
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风很大，天很
冷，但大家内心却一片火热。

不知不觉，行程来到了最后一站——青县
清州镇司马庄村。室外草木萧疏，走进大司马
菜博园，却一派生机盎然。五颜六色、形态各
异的蔬菜和水果令人目不暇接，摄影师们快门
按个不停。

为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
资源，市女摄影家协会自 2020年 3月策划了

“女摄影师眼中的大运河”系列活动，5月底
开始行走。2020 年，走完了运河沧州段南
段，2021年，走完了运河沧州段北段，历时
两年，终于走完了大运河沧州段。她们希望通
过镜头讲述运河故事，拍摄出融文化、人文与
自然风情于一体的运河风光，展示母亲河灿烂
多姿、丰富多彩的一面。

又是一个温馨的下午，古琴悠扬，安静舒雅，
翟广瀛的书斋里悬挂的“格物致知”四字隶书，格
外醒目，彰显着“学而”文化沙龙求真穷理的治学
态度。翟广瀛是沧州国学院副院长，长条书案旁围
坐着十几位传统文化爱好者，此刻他们正在聆听翟
广瀛讲周礼。

“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秦赋》中，
李斯初入秦国，拜见相邦吕不韦，怀里抱着一只羔
羊，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由此来了解
一下先秦的见面礼……”她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结合当下的社会生活，把古人的见面礼讲得生动明
白。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为组织者，翟广瀛
把这样的学习形式叫作文化沙龙。她多年致力于传
统文化研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
者。除外出讲课、传播传统文化外，她最多的时间
还是在她的书斋里，读书思考，与经常来访的朋友
们切磋交流。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多年来，一些
文化学者及国学爱好者经常聚集于此，读书、
听琴、品茶、切磋学问，大家济济一堂，真是

“不亦说乎”。久而久之，这样的书斋雅聚的形
式越来越受欢迎，学友们越聚越多，外围的朋
友也多次表达强烈的愿望，希望翟老师能够组
织大家定期学习，以此来满足更多国学爱好者
的需求。

于是在去年阳春三月，桃红杏白之时，两周一
次的“学而”文化沙龙开讲了。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历史决定的。于是
在大家的推举下，多年从事高校历史文化教学的张
振铎，便承担起了主讲中华文化史专题的重任。他
也是平时书斋雅聚时，探讨学问的主要学者之一。
他认为，文化沙龙是大家可以自由碰撞交流学问的
最好形式，在历史与文化的漫谈中，大家问答互
动，每次活动都可受益匪浅。张老师主讲历史，翟
老师侧重文化，于是“历史”与“文化”在这里邂
逅，从而奠定了“学而”文化沙龙讲座内容的主旋
律。

年过花甲的高秉剑是这个团体中年龄最大的，
几十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酷爱传统文化。他每
期都要来参加，并自带设备，担当了沙龙的摄像
师。还有资深媒体人祝红梅，平时工作非常繁
忙，但是每次学习都克服困难前来，为了大家听
课更方便，她还为沙龙购置了投影仪。翟广瀛说
起这些非常感动，也更加坚定了她把沙龙办下去的
决心。

古琴 曲 纯 净 悠 远 ，“ 美 和 天 地 ， 妙 亘 古
今”。古琴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乐器，
不仅是乐器而且是礼器，也是古人修身的必要
之器，所以才有“君子无故不撤琴瑟”的说
法。王丽萍是一名古琴老师，每次沙龙中间休
息，她都为大家抚琴助兴，真可谓琴声传雅
韵，文心伴书香。

沙龙里还有来自市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曲炳
国，他是一位传统文化的发烧友，从年轻时就喜
欢钻研传统文化。还有来自高校的任金真教授，
任教授在大学里担任国学教学工作。还有我市作
家郭学青、儒悦书院院长林如月、书法篆刻家张
克祯等。

谈起在沙龙的学习收获时，来自电视台的青
年主持人马天祥说，他认为主持职业对外输出的
较多，及时充电不断学习是做好工作、提高自己
的唯一途径。通过在沙龙学习，受益很大，不但
工作更加自如了，内心充实的感觉也让他更加愉
悦。

“传播文化，交流思想，寓学于乐。”是“学
而”文化沙龙的主旨。“学而”文化沙龙的大门，
向所有热爱国学、志同道合者敞开，在浮躁的社会
中存一方宁静之地，研究学问，格物致知。让圣贤
思想穿越时光的隧道，照进我们当下的生活，在古
代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吸取从
今天走向未来的文化力量。

1月 12日凌晨 0时 30分，艾中祥轻轻
地开锁，进了家门。餐桌上的饭菜还用盘
子扣着，妻儿已经进入梦乡。脱下外套，
再次洗手洗脸时，发现眼镜上还留着一
个小时前车祸入院患者的血迹。看着镜
中的自己，黑瘦黑瘦的，有些倦容，但
又会心一笑。现在的生活虽然每天很辛
苦，但这一切，都是他想要的——他在孟
村回族自治县医院做义工，至今已经 730
天了。

50岁的艾中祥不是医务人员，而是一
名在韩企工作的电工。自从2020年初新冠
疫情暴发后，便去了县医院做义工。在这
两年多时间里，正常工作日，每天下班后
都会准时到那里“上班”；节假日，也会
看到他在医院急诊室忙碌的身影。他从没
计较过报酬，也不图名利，只为心中的善
良和热情。

辞职回家乡抗洪

艾中祥说他已经不会哭了，他的这句
话，让我们瞬间泪奔。他不是沧州人，而
是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丁斯铛镇蒋山村
辗转来到的孟村。

出生后 15个月就没了母亲，是父亲
把他带大的。从小到大，只要一提起

“妈妈”两个字就会流泪。因为苦泪太
多，他的视力不断下降，直到成了高度
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艾中祥的性格
就像不断磨砺的砂石，已不会轻易流
泪，变得越来越坚强。因为家贫，他初中
一年级时就辍了学，跟着邻村的人去外地
打工。后来经过学习，成了一名机电一体
化专业技工。

1998年 7月中旬，在广州打工的艾中

祥听说家乡闹洪灾，便请假回家抗洪，结
果公司没批长假，他心急之下决定辞工。

“我不傻，我也知道钱好。可是长江边有
生我的热土、养我的亲人，家乡有难，正
年轻的我，怎能为了这份工资而袖手旁
观？”这就是艾中祥让人难以理解却最朴
素的想法。

那一年，他7月14日赶到江堤，8月2
日才退下来。在长江大堤上整整坚守了18
个日夜。

后来，他来到了天津打工，在天津认
识了妻子张青华。张青华是孟村辛店王林
村人。二人 2005年结婚，2006年艾中祥
父亲去世后，夫妻二人回孟村安家，孟村
也成了艾中祥的第二故乡。

县医院“编外人员”

帮助他人，这不是艾中祥生活中的插
曲，而是几乎每天都在做的事。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大地震。18
日，他在孟村信誉楼门口看见孟村吧爱心
联盟为汶川灾区公益募捐。他把身上仅有
的 100多元钱捐出，并当场加入了爱心联
盟。自那之后，他就在公益的路上一直走
了下去。后来县爱心协会成立，他也是第
一批会员。10多年来，他不记得参加过多
少次公益活动，只记得没参加的活动只有
几次。

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暴发，武汉成
了“重灾区”。从正月初一，他就想回老
家参加抗疫。他多次电话浠水县政府及当
地人民医院，因他不懂医护，没有护士
证，对方劝他别回去。

正在他日夜发愁的时候，在孟村吧爱
心联盟群里，正好看见县医院招聘战疫志
愿者的通知。于是第一个报了名，又在正
月初五第一个上了岗。因为没有医护专
业水平，他被安排在门口给来院人员测
体温。就这样，他一连测了好几个月的
体温。没复工前，每天早上 8点之前准时
到岗，晚上 10 点多才回家。复工复产
后，公司下午 5点下班，艾中祥每天 6点
都会准时到县医院接班。医院不忙时，
他就晚上 9点之后下班；忙时，在医院待

到通宵的时候也为数不少。
除每天晚上去医院之外，节假日艾中

祥也去医院帮忙。他越做越觉得，医院真
的很需要志愿者，很多患者需要帮助。有
些腿伤的患者，需要人拉着担架；有些老
年人需要搀扶；有些外地人，需要人指路
导诊；有些患者不知去哪科看病，需要人
分诊；有些重病号，需要人抬。尤其是那
些突然飞来的横祸，很多患者家属来医院
后脑袋都是懵的，根本不知道哪儿对哪
儿，特别需要人引导。

平常却不凡的730天

很多天晚上，艾中祥都会弄得满身
是血。车祸的、意外的、重病的，他从
来都是冲在前面，和医护人员一起抢救
伤员。

医院护理部主任刘静说起艾中祥，只
说了两个字：敬佩。他的严谨和敬业不亚
于医护人员。急诊室护士长杨静说，艾
中祥不但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是一位优
秀的电工，在公益路上更是走出了自己
最美的姿态。

县医院院长助理吕振冀对艾中祥也
是佩服有加。吕振冀说，因在医院做公
益，艾中祥把酒都戒了，每天晚上大家都
劝他早点回家，他总是坚持到没有病人了
再走，他在用心地奉献自己的一颗真心。

曾经也有人质疑，说艾中祥拿了医
院的工资。听到这样的话，艾中祥总是
一笑了之：“不仅我没拿过医院工资，
反而还花了 3000 多元。”为方便行动不
便的患者，他自己掏钱给急诊捐了一辆
轮椅。

为加强疫情防控，他买了近2000元钱
的口罩发给那些没戴口罩的患者。为鼓
励优秀的医护人员，他花了近千元买铜
材做成工艺笔，护士节送给优秀护士作
纪念。

至今，他已在县医院度过了一个除夕
一个初一、两个元宵节、两个端午节、两
个中秋节、两个国庆节、两个元旦。新的
一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
党，以党员的身份，做一辈子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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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摄影师们围绕在王金荣身边
（照片由女摄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