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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心语：和老百姓打交道，我有秘诀，那就是用
真心、使真劲、见真效，因为百姓的期盼就是我的责任。

王少兰王少兰王少兰：：：
用真用真用真心换民心心换民心心换民心
本报记者 杨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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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12时左右，运河区南陈屯
镇王庄子村，王少兰正在一村民家中修
理电线。烈日当空，他的脸被晒得通
红、额头沁出密密的汗珠，仍然干得一
丝不苟。

52岁的王少兰是运河区南陈屯镇王
庄子村党支部书记，但对于村民们来
说，他却如家人一般——带领全村百姓
致富，一改往日落后的面貌；村里只要
有考上大学的学生，王少兰亲自开车送
到学校……

2000年，肩负着乡亲们的期盼，王
少兰回村担任村支书，一干就是22年。

“村里需要，我就得回去”

笔直宽阔的解放路横穿沧州市区，
沿着这条路一直向西就来到了南陈屯镇
王庄子村。

说是村庄，可与城市没什么两样
——马路两侧高楼林立，现代化的总
部、大厦鳞次栉比；来来往往的多条公
交线路，可以载着村民们到达超市、公
园、医院等城区的各个地方；规划好的
新民居即将拔地而起，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

看着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王少兰
感慨万千，思绪也不禁回到20多年前。

1993 年，王少兰从部队退伍，被
分配到市公安局工作，随后结婚、生
子，日子过得安稳踏实。可每次回
家，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还是那么清
苦，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老
支书找到他，让他锻炼锻炼，为村里
服务，他欣然答应了。他被选为村务
助理，被乡党委纳入农村后备干部，
重点培养。

2000年，王少兰当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于是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回到村
里。

谈起这个决定，王少兰说：“我当
兵那年，是乡亲们把我送了出来。有朝
一日能回馈家乡，为什么不回村去呢？”

上任伊始，王少兰入户走访，听村
民意见；拜访乡贤，取经求教；到外村
考察，看书听新闻……他像海绵一样吸
收着各方信息。然而，当时的王庄子
村，电供不上、水吃不上、浇地浇不
上，全村连条像样的出行道路都没有，
何谈发展致富？

王少兰决定从水开始。打井、买压
力泵、盖小房……短短一个多月，就解
决了村民吃水的问题。他又跑到市里，
找相关部门协助，给村上安装了变压
器。

有了水和电，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实
惠。此后，修路、二次电网改造……村
民们越来越相信，跟着这个从部队成长
起来的村支书，准没错！

22年 守护一座村庄

王少兰喜欢看新闻、研究中央文
件，“要掰开揉碎吃透中央精神，中央
把农村未来的发展路径都指明了。”

那段时间，王少兰经常围着村转
悠、琢磨。怎样才能提高村民的收入，
改善大家的生活？在数不清的无眠夜
晚，在无数次行走在田间地头的路上，
王少兰找到了答案——王庄子村紧邻城
区，发展苗木产业一定能让百姓受益。

很快，他就和“两委”班子谋划出
了“以苗木增收，以苗木兴村”的农业
发展思路。和驻村工作队一道，聘请农
业技术人员来村讲课，组织种植能手多
次赴外地参观学习。又引进了 20多种
树，全村人均引种苗木达100余株，500

亩的苗木蔬菜科技示范园区初具规模，
仅苗木一项每亩可增加收人 350元。这
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了。

紧接着，王少兰又协调农林、水
务等部门，引进喷灌技术，多方筹措
资金，铺设管道，全村 940 亩耕地全
部实现了喷灌，灌溉成本大幅降低。
之后，他又组织成立了以“公司＋农
户”经营机制的农业服务公司，为结
构调整提供了服务保障。王庄子村也
被市委、市政府评为“调结构，促增
收”先进单位。

2005 年，市里出台了城市建设规
划，王庄子村部分土地被征收。面对拆
迁，很多村民不解，王少兰又想出了一
套“讲、摆、忆、比”的工作方法。

“讲”就是讲道理，“摆”就是摆明现实
情况，“忆”就是回忆过去村里的不堪
状况，“比”就是和已经完成拆迁的大
和庄、小孙庄作对比。一系列的思想工
作过后，村民们从不理解变成理解，从
不支持变成了支持。

如今，在王庄子村，提起村支书王
少兰，村民们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夸
赞：“多亏了王书记，俺们才过上了好
日子！”

公益情怀根植于心

在王庄子村，有一项特殊的“规
定”——谁家的孩子只要参军入伍，王
少兰都要到他所在的部队去探望。

这源自王少兰骨子里根深蒂固的
军人情怀。他总是说，部队对他的影
响很大，那些教导不敢忘，也不能
忘。

王少兰当年所在的部队，是有着
“英雄连队”之称的“安东卫连”。它
诞生于 1927年 11月的黄麻起义，先后
参加过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走
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平型关
战役、安东卫保卫战等著名战役，还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战功赫赫，荣
誉无数。

英雄的连队培养了王少兰，也塑造
了他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

在王庄子村，村里只要有考上大
学的学生，王少兰都会亲自开车载着
他和家人到学校，一切安排妥当后，
再载着家人回来。有年冬天，村里一
对夫妇接到电话，在保定上学的儿子
病了，需要住院。长年务农的夫妻二
人不知所措下找到了王少兰，他二话
不说，带上他们开车就往保定奔。到
了那，帮着联系医院、帮着照顾病
人。孩子好转后，他又把孩子和父母
接回了家。

这样暖心的故事一直在王庄子村上
演，而故事的主角总是离不开王少兰。
很多时候，他不像是村干部，而更像是
村民的亲人。

“每年要为村里 60岁以上的老人发
放养老金；村民生了病，除新农合报销
的部分，剩下的由村集体按比例报销；
考上大学的学生，每年也可以领到一笔
资金……”王少兰说起自己对王庄子村
新的谋划，他在用自己的努力，将这一
切慢慢地变为现实。

赵德新，世代居住运河边，
是武者，也是医者。

他的中医诊所“藏”在四合
街与永济路交叉口东边一角。走
进去，却别有一番天地：几平方
米的诊室内，除了墙上的锦旗，
随手拿起一个物件，都是历经岁
月磨洗的“文物”。黑白照片是，
宝剑、流星锤等器械也是。

运河之水的灵秀之气交织着
武乡的侠义之风，扑面而来。

运河岸边 武医传承

过去，习武的人彪悍、豪
迈，三句话不合，就要伸手比试
比试。“镖不喊沧”，既有外人对
沧州武行的尊敬，也有沧州人爱
比武的意思。

而今，真正习武的人大多将
那份张扬收敛于心，更讲究藏
而不露。56 岁的赵德新便是如
此。

在沧州武术圈，提起赵德
新，许多人并不熟悉。但提起四
合街北头的赵家，大都会不约而
同地心生敬意。尤其是对赵德新
的爷爷，沧州市第一届武协副主
席赵寿山。

赵家是满族，到赵寿山这一
辈已经是第四代武者。生于清末
的他，一出生便享受特殊待遇，
月月领俸银，直到清朝灭亡。

赵寿山自幼跟随祖父习武，
祖父赵明茂因为出腿迅疾、拳如
闪电，有“赛活猴”之称。18岁
时，他又拜“铁胳膊”刘俊岭为
师。刘俊岭也是沧州武林中的高
手，他的“铁胳膊”加三截棍，
如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名师指点

下，赵寿山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在赵德新的记忆中，爷爷赵

寿山颇具传奇色彩。
1932 年左右，沧州城南洪

辛庄 （今属南皮县） 有两家把
式房，其中一家姓纪的常受另
一家欺侮。纪家打听到赵寿山
武功了得，好打不平，便备礼
请其出山坐阵。赵寿山带了几
个师兄弟来到洪辛庄。当天，
纪家出小车会，赵寿山手持三
截棍在前领队，左右师兄弟大
杆子保驾。没走多远，便遭到
了对方几十口人拦击。赵寿山
三截棍在手，远打近击，犹如
虎入羊群，把来犯者打了个人
仰马翻。从此，对方再也不敢
对纪家妄生事端。

“以至于后来，沧州地界上哪
个门派出了乱子，都要请我爷爷
前去调解。”赵德新说。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寿山经
武术家佟忠义介绍，去往南京国
术馆授课，后来又在天津某部担
任教官。

文武双全 动静结合

赵德新的中医诊所从四合街
街巷搬到了永济路上，即使不做
任何宣传，患者每天也会接踵而
至。让他们信服的，不只是赵德
新药到病除的精湛医术，更有赵
家世代相传的武术和中医的传奇
故事。

在 很 多 人 看 来 ， 武 术 属
“动”，中医属“静”，但医武相
通，像赵家这样能文武兼具、动
静结合、武术世家又是中医世家
的，在沧州很多见。

在赵德新看来，武术与中医
结合似乎也是必然。

习武之人跌打损伤实属正
常，寻医看病又花费不少钱，很
多武者便摸索出一套救治的方
法。赵德新说，到乡间，捋把草
就是药材，什么病都能治。

赵德新至今仍记得爷爷第一
次给他看病的情景。

“有回牙疼得厉害，爷爷用针
扎了几个地方，就好了。”他感到
十分神奇，从此，他像探寻武林
秘籍般执着其中，满怀好奇地研
究起各种医书。

后来，生了病，赵德新都是
自己采药或针灸医治。

运河水 滋养人心

赵德新不大的诊室里，两张
黑白照片格外引人注目。一张是
爷爷赵寿山的，照片中的他鹤发
霜髯，面容慈蔼和善，眉宇间仍
能窥见武者的浩气凛然。旁边则
是赵家一家人的合影。照片中的
老房子，就曾坐落在运河岸边的
盐场旁。

河水汤汤，孕育了两岸的繁
荣和兴旺。儿时的赵德新就在运
河边的大树下站桩、练武，这个
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老人们都说运河的水好，所
以岸边的树长得也繁茂。那时，
运河两岸杨树、柳树、榆树郁郁
葱葱，也成了练武之人最好的去
处。

“运河的水气，滋养了树木，
也让两岸生活的人有了灵气。”赵
德新说，很多习武者都会来此或
切磋、或习练，爷爷的徒弟，前
后有百十来人。

赵德新从小跟随爷爷练武，
一个动作一练就是一年，又因生
性鲁莽，没少挨打，但他依然乐
此不疲。

爷爷留给赵德新的，不仅是
一身本领，还有赵家“习武先传
德”的家训。打他记事起，爷爷
就开始边行医边授武，不收任何
费用。

在《沧州武术志》上，赵家
两位长者赵明茂和赵寿山均赫然
在册，德耀后人。赵德新的儿子
依然是亦医亦武，虽然并非是祖
辈习练的燕青拳，但武能健身、
医能救人，这样的传承终究是在
延续着。

如今，老房子没有了，船厂
和盐场也已消失不见。但那些关
于运河和武术的记忆却从未走
远，它深深地刻进了赵德新的脑
海、血脉里。

与亲友涮涮牛羊肉，热热闹
闹地聚一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
事。沧州古城南门外曾是牛羊行
的聚集地，您知道牛羊行的那些
事儿吗？

牛羊行是经营牛羊购买、贩
运、屠宰以及牛肉、羊肉销售的
行业。城南有条牛市街，是买卖
牛羊的市场。牛市街便利了牛羊
行，牛羊行也繁盛了牛市街。

清末时的天津是大商埠，经
贸繁荣，住了许多达官显贵、豪
绅巨贾，对牛肉、羊肉的需求量
大。沧州的牛羊行抓住商机，在
本地或者去山东、河南等地买
牛。有专门买牛的，五头牛是一
把子，凑足一把子派个伙计赶往
天津。沧州涌现出万顺祥、恩兴
号等著名商号。

万顺祥在清真北大寺附近，
掌柜姓刘。刘家的生意不限于沧
州，还延伸到德州、济南、天津
等地。有两伙赶牛人在山东发生
纠纷，到天津又遇到一起，原来
都是给万顺祥赶牛，并不相识，
可见万顺祥生意之兴隆。刘掌柜
辗转各地打理生意，身上不带现
钱，大宗用钱时在当地银号取。

万顺祥掌柜常救济街上的鳏
寡孤独者，悄悄进行，并不声

张。万顺祥积累了财富，刘家兄
弟分家时用抬筐分银元，一家一
筐地分。

百余年后，民族路上有家万
顺祥副食百货商店，是刘家后人
经营的，延续着诚信为商的信
条。

南头恩兴号牛羊行的生意规
模与万顺祥相差无几，开创时间
也在清末，掌柜姓张。恩兴号附
近大都是贫苦百姓，做生意没本
钱，来央求张掌柜，赊几十斤牛
肉、羊肉，推着小车或者挑着挑
子走街串巷叫卖。当天卖不了
的，张掌柜还准许退回来。

每天傍晚，小贩们陆陆续续
回来退牛羊肉。小贩们说剩下多
少斤，张掌柜就让伙计记多少，
从来不称，绝对信任。

遭逢灾年，乡亲们来恩兴号
借点钱买粮食糊口。借钱为什么
不去钱铺？钱铺要抵押物，乡亲
们没有。张掌柜宽厚、仁义，许
多贫苦百姓因为恩兴号得以存
活。

张掌柜临终前，让儿子把乡亲
的赊欠字据都拿出来，放了满满一
火盆，一把火烧成灰烬。张掌柜叮
嘱后辈：不要跟乡亲们讨债，他们
都是穷苦人，生活不易。张掌柜是

已故张铁禄先生的曾祖父，因为年
代久远，名讳不详。

义和街东头还有一家著名的
牛羊行，名祥顺和。由马吉祥、
马吉顺、马吉和三兄弟创办。他
们诚信经营，生意兴隆。吉祥胡
同就是祥顺和旧地。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武林高
手王子平、王振山、胡万通等人
都出自牛羊行。他们是散户，自
家买牛，自家卖牛肉。王子平号
称千斤神力王，武艺精深，打败
过美国、俄国、英国等多个国家
的拳师，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
王振山擅长摔跤，摔遍华北无对
手。他迁居济南，为济南跤术的
发展作出很大贡献。胡万通擅长
滑拳，为人豁达仗义，与北门
口、南关等地的把式场子关系密
切，常组织各门派的武术交流，
促进了武术界的团结。

不少牛羊行兼营熟食，做酱
羊肉、烧牛肉、酱牛肚、酱羊杂
儿、牛肉汤出售。提起胡万通的
烧牛肉、烧羊肉，老沧州人依然
津津乐道。炖肉时，放诸多作
料，老汤文火，一炖就是大半
天，整条义和街都能闻见香气。
孩子们馋了，攥着一个大子儿买
一盆肉汤回去炒菜。这就算是改

善了。
每年大秋过后，老沧州人讲

究“贴秋膘”，莫说地主老财，
就是来城里卖粮的、赶大车的、
做买卖的寻常百姓，也要到南门
外尝口烧肉或者喝碗羊杂汤、牛
杂汤。名气比较大的有聚恩斋，
现在依然在经营。

至民国时期，兵匪横行，交
通阻隔，税赋日重，牛羊行日趋
萧 条 。 民 国 二 十 二 年 （1933
年），宰一头牛要纳税 3元，宰一
只羊纳税 4角。

“七七事变”后，日伪政权加
强对商家的控制与盘剥，牛羊行
陷入低谷期。外出买牛必须得有
路条，且必须集中到南湖的小岛
上屠宰。商户要交纳行会费、屠
宰捐、保安捐、检疫捐等十多项
费用。牛皮是战略物资，日伪强
行低价收购。从业者被层层压
榨，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仅能维持
温饱。

沧州解放后，牛羊行逐渐恢
复昔日气象。

如今国泰民安，盛世繁华。沧
州市区的牛羊行主要集中在民族
路、志强路、清池南大道这一带，
也就是昔日的牛羊行所在地。商铺
逾百家，前所未有的兴盛。

四合街上的武医传承四合街上的武医传承四合街上的武医传承
本报记者 杨静然

一线通南北，往来天地间。千年运河，是一段
传奇，也是一个不会老去的故事。越是走近她，越
能感知这条河母亲般的恢宏博大、宽厚慈祥。

两年前，各方专家、学者透过《运河人家》这
本书，探秘百年前沧州的历史和风貌，虽然已有定
论，但大家对运河的求索却从未停止。

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河，她或许并不
宽广，也并没有气势，但因为这条河承载着特殊的
记忆和故事而变得与众不同，愈加亲切。

我们开设“我家住在运河边”栏目，寻访那些
运河边的老家旧户，透过他们的回忆，聆听运河的
前尘往事，体味感知运河的烟火气息，深度挖掘沧
州的运河文化。

老沧州的牛羊行老沧州的牛羊行
白世国

开栏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