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弘扬雷锋精神、树立党员标杆，日前，运河区第
八幼儿园组织党员教师和部分青年教师来到附近小区，
清扫卫生死角，捡拾各种垃圾，助力人居环境整治。

魏志广 摄

“三八节”前夕，民革沧州市委副主委杨国忠
（左三）、孙晓梅（右二）及民革妇女工作委员会部分委
员，带着慰问品走访了退休女党员，送上节日祝福，并
希望她们继续为沧州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奉献余
热。 季 红 摄

学雷锋日，人行肃宁县支行组织金融系统青年志愿
队志愿者，走进肃宁留善寺镇郭楼村，结合具体案例向
老年人宣传存款保险制度、反假币知识、防电信诈骗等
相关金融知识。 李 囡 张静敏 摄

《《我的爱丢在了沧州我的爱丢在了沧州》》

民谣新歌打动众人民谣新歌打动众人
齐斐斐

这两天，一首关于沧
州的新歌《我的爱丢在了
沧州》在各大平台被火爆
转载。含蓄的情感，美好
的回忆，民谣式的娓娓道
来，引发了很多沧州人的
共鸣。

“从那天以后，我开
始了远走，每一次路过，
目光望穿列车窗口，解放
路的咖啡馆，现在还有没
有，润身居的茶楼茶香是
不是依旧……”每一句歌
词里都饱含着对沧洲的依
恋和深情。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青
县的韩雪，从去年创作至
今，说起来，他依然心潮
涌动，几乎要流泪。韩雪
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音
协会员，多年来一直从事
歌词创作，书写了很多优
秀作品。特别是对家乡沧
州，有着很深的情结。沧
州，不仅有粗犷豪情的一
面，更有细腻丰满的一
面，是武术之城，更是文
化之城。为了更全面地展
现沧州，韩雪在去年一次
外出中寻到灵感，以一个
凄美的爱情故事，以一对
恋人的分开，怀着对沧州
的美好回忆，展现了沧州
的美丽与温暖。

清风楼、大运河、咖
啡馆、茶馆、枣乡、诗
经，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

他们的足迹，每一个足迹
里都有他们的深情，每一
段深情里都有沧州白日的
繁华和夜晚的沉静，都彰
显了沧州深厚的文化底
蕴。

作曲者和演唱者刘伟
看到歌词后，更是感慨良
多。刘伟是青县文化馆馆
长，沧州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几十年来，一直专注
本土音乐创作，还出品了
以沧州为主题的专辑，从
不同角度，用不同音乐形
式表现了沧州的方方面
面。 但当拿到 《我的爱
丢在了沧州》 这首歌词
时，他陷入了沉思与遐
想。他曾经在沧州上学，
对歌词里所提到的一个个
画面，感同身受，很快找
到了创作灵感。以民谣基
调，把这个爱情故事，舒
缓地叙述出来，用音乐把
心底最深的情感表达出
来。

歌曲发表后，引发了
很多沧州人的共鸣，他们
说这是一首走进沧州人心
底的歌。因为一个人爱上
一座城，因为一首歌爱上
沧州，这就是韩雪和刘伟
倾情创作的目的所在。目
前，这首歌的MV还在进
一步创作中，将会以更好
的艺术形式展现在人们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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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烈士寻找亲人帮烈士寻找亲人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公益行动公益行动

每一件捐赠都见证烽火岁月每一件捐赠都见证烽火岁月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孙福军

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皮箱、便携式
煤油炉、老式英文打字机……几天前，
沧州军事革命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她此行的目的并非参观，而是捐赠
文物。

捐赠者名叫杨进军，是运河区教文
体局的一名退休教师。她代表家人，将
父亲曾经使用和保存多年的文物捐赠给
沧州革命军事馆。

“这些东西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父亲
生前使用过的，他保存了很多年。父亲
病逝后，一直由我们姐妹几人保存。与
其放在家中，不如捐赠出来，让更多的
人看到它，感受历史。”坐在记者面前的
杨进军激动地说。

沧州革命军事馆开馆后，杨进军便
将征集文物的消息带回了家。她的捐赠
想法也得到了姐妹几人的一致赞同。于
是，大家分头行动，寻找父亲遗留下来
的老物件。大姐翻箱倒柜，在工具箱里

找到了上世纪 30年代奥地利生产的便携
式煤油炉，四妹找到了 40年代的英文打
字机，杨进军在储藏室里翻出了父亲在
延安时使用过的放大镜和旧皮箱。姐妹
几人看着父亲曾经使用过的老物件，触
景生情，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她们的父亲叫杨蜚生，笔名鲁锋，
1916年12月12日生于山东省鄄城一个普
通的农民家庭，从小聪明伶俐，父母省
吃俭用把他送进学堂。他也没有辜负父
母的期望，在学校刻苦学习，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后来考入武汉一所美术学
院。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
几经搬迁。一些有志青年听说共产党领
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延安建立根据地
后，纷纷举起抗日的大旗，投奔延安，
参加抗日的队伍。这其中就包括年轻的
杨蜚生。辗转到达延安后，杨蜚生先是
进入抗大学习，然后被分配到八路军120
师 359 旅工作，在旅长王震的领导下，

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
“王震率部兵出南泥湾南下时，父亲

得了一场重病，留下来养病，痊愈后被
送到鲁迅艺术学院继续学习。从鲁艺毕
业后，他又被分配到延安群众日报社，
担任美术编辑。由于他在师范学院学的
是美术，担任美编得心应手。他留下来
的放大镜就是在这个时期使用的。”杨进
军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军投降
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派兵抢
夺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对解放区实施分
割包围。东北地区作为重工业基地，成
为国共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党中央审
时度势，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干部迅速
到东北开展工作，杨蜚生随部队北上，
到达了东北地区。当时，他被安排到热
河省林东区担任区长。

杨进军说，当时由于工作需要，抗
战中缴获的日式皮箱、便携式煤油炉，
还有军大衣、军毯、军刀等，都分配给
了父亲用。后来，皮箱和便携式煤油炉
一直被他保存下来。解放战争时期，父
亲被调到冀察热辽日报社工作，写出了
一篇篇真知灼见的报道，为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推
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调到
热河省委宣传部工作，后来担任承德地
委党校校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等职。1973年病逝。

“父亲在世时，就一直仔细地保存着
这些老物件。去世后，就由我们姐妹几
人保管。”杨进军说。

沧州革命军事馆的工作人员说，这
些文物非常珍贵，每一件背后都蕴藏着
一个动人的故事，承载着革命先辈不屈
不挠、英勇战斗的精神，是当年革命斗
争最生动的见证和记录。

“博施精神”所在

抚摸着斑驳的碑文，博施博物馆馆
主于龙华讲起了博施医院的重建历史。

碑的撰写时间为 1902年夏，距今整
整 120年。1902年，积贫积弱的大清朝
距离分崩幻灭就差一步之遥。

与近代很多排外事件不同，这块纪
念碑上记载的是满满的感恩。碑文书：
溯查医院之设，始于光绪己亥，告成由
路君博施氏阖家倡捐巨资，创此善举。
君系英国满彻斯德人也，家本望族，其
父封翁，授本城理事官之职，生其昆弟
四人。惟君居季，幼承庭训，长入哀典
伯大医院，课习年满，光绪十三年岁次
丁亥，奉伦敦会延请来华。初邸北直朝
阳，甫三月，即莅天津，继马大夫根济
之任。是诚爱人如己，诊治殷勤，切愿
济众博施，安怀备至。曾历沧盐，最喜
乡风朴厚，医方验证，尤嫌施药难周，
不时推诚捐助，诸务悉臻裕如。届将言
归，以申定省，讵意孝思未随，卒于津
门寓次，时在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五月
初三日，殁年三十有二，未室，寝葬津
茔。其姊路贞女教士也，同时来华，襄
助教务，事毕遂即回国，侍慰高堂。迨
至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燹乱，沧州医
院同遭焚毁。后蒙路氏全族仁慈远注，
捐金汇寄前来，以成夙志，而绪前功。
兹已监修告成，仍请西医总理院务事
宜，从此均沾雨露，共沐恩波。是为记。

碑文最后的日期标注为：“光绪二十
八年岁重建告成 英国牧士牧大卫、医士
潘尔德监修京城正白旗蒙古人图敏敬

书”。
从此，“爱人如己，诊治殷勤，济众

博施，安怀备至”，也成为博施医院的精
神纲领。

120年前石碑回归

博施医院是英国路博施家族，为纪
念路博施医生 1892年——1894年在沧州
一带从事医疗事业而出资捐建的。于
1898年在沧州南关口初次建成开业，后
被焚毁。

被毁后，路博施家族再次捐资重
建，于 1903 年第二次建成开业，并立

“重建沧州施医院纪念碑”。1961 年 4
月，沧县医院搬入沧州博施医院。1978
年 6月，沧县医院新建，迁至现在的地
址。后因区域规划建设调整，仅保留了
博施医院“一号楼”旧址。对其他旧址
进行拆除时，纪念碑得以重现，发现纪
念碑的孟繁文老先生将此碑交至沧县医
院，精心保存至今。

于龙华、滕欣夫妇多年来致力于文
化研究和传播，出于对路博施医生的敬
佩和对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的热爱传承，
于 2013 年自筹资金购买了原博施医院

“一号楼旧址”，对其进行了全面修缮。
2020年 1月，申请成立了沧州博施博物
馆，并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近年来，
夫妻二人一直致力于博施医院历史挖掘
工作，收集整理了大量博施医院的历史
文献、资料图片，以其稀缺性、唯一
性、历史性，多角度、全方位向世人展
示了近代沧州医学的艰难崛起之路。

沧县医院前身是 1950年建立的沧县

卫生院，1956年改称沧县医院。沧县政
府于 1958年支付 9万元买下博施医院给
沧县医院使用。1959年11月，沧县医院
正式迁至博施医院旧址。

如今，为了充分挖掘博施医院的历
史渊源和大运河文脉，双方积极沟通、
主动交流，沧县医院向博施博物馆捐赠
了这通石碑，并在此建立沧县医院“博
施医德医风教育基地”。

钩沉纳新丰富大运河文化

博施医院的创建、发展、衰退，到
最后定格为旧址，非常具有典型的近代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这
两年沧州热心人士对《沧州好医生》《运
河之家》等外文书籍的发现、挖掘，令
沧州这座运河城市一下子走到了大运河
中外交流的前台。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离不开原有文
化遗产尤其是建筑遗产的支撑。依托博
施医院旧址，成立的博施博物馆，把这
座百年建筑公之于众，用之于民，将其
置身于大运河文化带蓝图下，精心打
造，热心宣传，倾心举办各种主题活
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文化
影响力。

重建纪念碑重归原址，是文化传播
“物化”的真实具体体现，将进一步展示
沧州医学发展文脉的源远流长。如果说
博施医院旧址是一幅中国水墨画的话，
那么这块纪念碑就是这幅佳作的印章，
是锦上添花，更是画龙点睛，将成为博
施文化及大运河文化带上一枚闪亮的印
记。

钩沉纳新钩沉纳新钩沉纳新 丰富大运河文化丰富大运河文化丰富大运河文化

120120120年前石碑回归博年前石碑回归博年前石碑回归博施医院施医院施医院
齐斐斐 孙 建

这是一块卧碑，一米多宽，半
米来高，岁月让它看上去多少有
些漫漶斑驳，它的名字叫“重建沧
州施医院纪念碑”。

日前，沧县医院将这块石碑
捐赠给了博施博物馆。这块距今
已整整 120年的重建碑的回归，
无疑给博施医院旧址增添了一件
极为重要的历史物证。这不仅对
进一步研究沧州现代医学历史具
有重要价值，对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

林凤山烈士的亲人林凤山烈士的亲人，，

你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
本报讯 （记者杨静然 周洋）

“记者同志，能否借助党报媒体以
及沧州志愿者的力量，大家一起找
寻一下烈士家的线索……”近日，
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相关负责人
和本报记者取得了联系，希望能通
过沧州日报及“沧州日报‘帮烈士
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志愿者团
队，寻找到一名叫“林凤山”的烈
士的亲人。

据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日，贵州省遵义市汇
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当地媒体以
及志愿者，正在帮长眠在汇川区的
3位烈士寻找亲人。3人都是解放初
期在遵义剿匪时不幸牺牲的。其
中，一名叫“林凤山”的烈士，跟
沧州有关联。他的碑文上显示——

“林凤山，男，汉族，河北省沧县
人，生于 1923 年，1938 年参军，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特三连
侦察排长、连长职务，1950年 4月
27日在遵义县老卜区白云乡白云寺
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7岁。”

随后，遵义市方面的工作人员
致电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希望能
得到线索。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
边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在其辖区内积
极找寻相关资料，一边和本报记者
取得了联系，才有了文章开头一
幕。

2019年清明节期间，本报以安
徽七旬老人年介涛为沧州籍烈士寻
亲为契机，发起了“帮烈士寻找亲
人”公益行动，成功为牺牲在淮海
战役蚌西北阻击战中的10余位沧州
籍烈士找到了家乡亲人。同时，沧
州日报记者、爱心志愿者和市县两
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成立了

“帮烈士寻找亲人”志愿者团队。3
年时间，这支公益志愿者团队已经
寻访了 50多位烈士的家乡，26名
烈士的信息被确认并找到亲属，得
到了社会各界一致认可。

接到求助后，本报记者第一时
间将信息发送到“帮烈士寻找亲
人”微信群中，得到了广大热心志
愿者的积极响应。大家根据碑文上
的信息，从姓氏、地域划分、烈士
英名录等多条线索出发开始了寻亲
行动，查找相关信息。

记者随后也通过多渠道了解到
了烈士的大致情况，1950年，遵义
解放之初，林凤山和战友在当地剿
匪。为了里应外合，尽快消灭土
匪，林凤山和一名战友化装成国民
党的伤兵，打入了土匪内部。但狡
猾的土匪听出了他们的外地口音，
双方发生激战。最终，林凤山二人
与前来增援的战友们相互配合，消
灭了敌人，完成了任务，但他和那
位战友却不幸中弹牺牲。

林凤山牺牲后，当地群众将烈
士遗体进行了安葬，并亲切地称呼
其为“林连长”。每到清明节，周
边中小学都会组织学生来此扫墓，
祭奠英烈。为了纪念林凤山烈士，
他剿匪牺牲所在地的小学被命名为

“凤山小学”。
记者还了解到，当年碑文中的

“沧县”极有可能泛指今沧州地
区。清明将至，怀着对烈士的崇敬
之情，本报发起这次帮烈士“寻
亲”行动。如果有知道林凤山烈士
相关信息，或者知道他亲人信息的
读者，可以拨打电话 15373303138
或者 13315767096，与记者取得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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