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洼村，地处青县西北边缘，战争
年代曾是我党的红色堡垒，这里曾发生
过震惊世人的“后洼惨案”。血与火的
考验，铸就了后洼人坚强不屈、勇往直
前的性格。今天的后洼，成了远近闻名
的美丽乡村。“沧州市国防教育基地”

“青县红色教育基地”就建在后洼。
王洪彦，土生土长的后洼村人，现

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自小练
就一身武功，更承袭了刚强上进、古道
热肠的后洼性格。他热血参军，退役
后，投身家乡建设，甘于奉献，热心扶
贫。有一个叫张丽华的村民在写给报社
的一封信中说:“洪彦是后洼的好孩子，
是好党员好书记，他一心想着后洼的建
设，想着帮助别人。他对我的关心，让
我终生难忘。”

红色大道延伸富民梦想

1992年高中毕业后，王洪彦参军，
1995年退伍回乡，开办了一家装饰装修
公司。2014年底，怀着“改变老区落后
面貌、带领乡亲创业致富”的理想，他
毅然放下已经做得风生水起的装修生
意，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2014年，新一届村班子在王洪彦的
带领下，牢记前辈嘱托，根据本村的特
点，从实际出发，集思广益，做出了改
造村容村貌、建设美丽老区的五年和十
年规划。一张大型规划图，让后洼的人
们看到了希望。

王洪彦先从改造街道入手，该拆的
拆，该建的建，说干就干，往上跑资
金，入户做工作。推土机开进来了，工
程队干起来了，后洼动起来了。

短短几年，王洪彦通过各种渠道为
村里筹集近千万元的建设资金，投入到
位，行动迅速，老区的面貌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仅修路一项，到 2019年
底，就完成水泥路面硬化4万多平方米。

宽阔的“红色大道”穿村而过，连
接着全部硬化的主街道和通往村民家门
的小巷。路旁安装了 80多杆崭新的路
灯，栽种了4000多棵夹道美化树。道平
了，灯亮了，心情好了。晚饭后，人们
可以像城里人那样到街上散步了，出村
下地即或雨雪天气，人们也不犯愁了。
昔日的臭水坑塘，360多平方米，已经
扩建美化。对面的“红色大舞台”总有
鼓乐歌声传来。古槐广场是另一处古香
古色休闲佳境，村里还修建了30多个垃
圾池，“一街两厕”和高标准旅游厕所
的改建工程正在进行中。

2019 年，80%的农户使用了天然
气，解决了乱垛柴草乱堆垃圾的问题。
村委会还制定了《村民公约》，倡导文
明新风，印发各户，张贴上墙，村民的
生活习惯和文明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红色大舞台上演文化兴村好戏

“文化兴村”是后洼的一大特色。
村上主要街道的墙面上，设有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栏”和“艺术角”，展示
着村民创作的诗词、书法、绘画、手
工、摄影作品。

有一组“后洼的昨天和今天”的照
片，新旧对比，让人们更真切地看到了
家乡的变化。“红色大舞台”是文娱活
动的重要阵地，国庆节、丰收节、春节
等重大节日，村“两委”都会邀请县文
联、文化馆、朗诵协会、剧团来村演
出，既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又传播
了正能量。后洼提倡环保，过年不再燃
放烟花爆竹，换了更喜庆的形式，邀请

县内邻村秧歌队到后洼演出，前几年到
村的秧歌队最多有18个，各队比赛，群
众打分，大队颁奖，其乐融融。后洼还
邀请作家、书画家多次到村举办笔会，
反映后洼新面貌的作品在国家、省、市
等多家媒体发表。

2018年，后洼还与《沧州日报》合
作举办了“后洼杯——纪念改革开放四
十年文学作品征文大奖赛”。2019年，
《沧州日报》“文化八仙桌”首次下乡举
办，就选择了这里。全市文化名流齐聚
后洼，一场“植根生活，沃野芬芳”的
论坛，让后洼蜚声狮城。更让后洼自豪
的是建在村中心的“青县红色教育基
地”，2019年底竣工以来，参观者络绎
不绝。现已成为“沧州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青少年教育基地”“沧州
市国防教育基地”“沧州市作家协会创
作采风基地”。

硒旺农场种下绿色希望

后洼，地势低洼，这是一直以来困
扰农业发展的自然原因。2014年以来，
王洪彦带领村民们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入。首先在黑龙港河上修建扬水
站4座，建桥两座。300亩大田，全部实
现高压管灌。2017年，后洼与近邻八村
共同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完成所
有田间主道的硬化。2019年完成田间排
水沟 1万多米的清淤加固工程，解决了
大田排涝的历史难题。

为带动村民面向市场、科学种养，
提供参观学习的机会。王洪彦率先兴建
村民参股的新型合作社——硒旺家庭农
场，大型的大棚蔬菜反季种植和树下散
养试验，让村民耳目一新，并参股受益。

对于特困户，王洪彦给他们“建档
立卡”，放在心里。他根据每户的不同
情况，采取不同的帮扶对策。村民王振
龙患有严重肝病，一家四口，两个孩子
还小，靠种菜和在合作社打工维持生
活，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妻子李维凤身
上，除了政府政策的帮扶，王洪彦还给
与多方面的帮助。前年秋后，王振龙肝
病动手术，眼看地里的大白菜都坏地
里，王洪彦联系社会公益朋友帮助卖白
菜，只一周时间，1.5万公斤白菜顺利的
卖完。2020年疫情期间，王洪彦又帮王
振龙将储存的5000公斤红薯全部售出。

村民张连珍，儿子不幸身亡，剩下
她和儿媳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
想而知。王洪彦记在心上，给予尽可能
的关心照顾，除了政策帮扶，还安排公
益岗和杂工，并帮助张连珍儿媳在村里
开小吃店，让她们有了生活的保障。热
爱武术的他还免费教孩子武术，让孩子
学会一技之长，掌握生活的本领。

这些年，王洪彦先后获评“感动青
县”道德模范、沧州市优秀农村实用人
才、沧州市儿童慈善先进个人、沧州市
最美志愿者等称号。后洼，也先后被命
名为县级文明村和市级文明村。

近年来，到后洼参观游览、接受红
色教育的人已超过两万人。后洼在变，
变得更新更美，不变的是王洪彦的志
向，他要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种植绿色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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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心语：当兵是为了啥？保家卫国！当村干部是
为了啥？乡村振兴！我是革命老区的一个兵，就应该拼尽
全力为百姓！

读 书读 书
达达 人人

■“贪婪”的读书姑娘

政声人去后政声人去后
——读《闪光的人生》
韩 雪

在青县，张杰是个极响亮的
名字。

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名字，尽
管那时对这位老人还不太了解，
但从人们口口相传、由衷赞叹的
话语里，就非常敬佩他的为人。
近读张杰的儿子、我的老领导张
建华同志为纪念父亲诞辰 100周
年的文集《闪光的人生》，老人家
的形象在我眼前更加清晰、生动
起来。

记得有一年，我跟张建华同
志去沧州办事，有幸去了他的父
亲家。眼前这位赫赫有名的张杰
同志，朴实、敦厚、热情，实在
不像一位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
过的老英雄，也不像在重要岗位
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老领导，
倒很像一位普通的邻里大爷，完
全一副忠厚长者的模样。

老人家原籍饶阳县，原名马
庚申。他出生贫寒，从小聪明且
富有正义感。日军入侵饶阳后，
他投身到抗战洪流中，19 岁入
党，当了村长，因表现出色，党
派他去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44
年，时年24岁的他，被输送到冀
中八分区的青县，从此改名张
杰，同青县结下一生之缘。他机
智顽强，作战勇敢，先后在二、
三、四、五、六区、城厢区任区
委书记，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
期，他奋战在大运河两岸，对陈
缺屯、小牛庄一带有着特殊的感
情，为青县的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立下过汗马之功。

新中国成立前后，张杰同志
在青县历任县委秘书、组织部
长、宣传部长、县委书记。他秉

承党的宗旨和革命传统，作风朴
实，工作扎实，亲民爱民，为青
县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尤其是他不唯书、
不唯上，敢于实事求是，为民请
命，即使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情
况下，依然恪尽职守，任劳任
怨，赢得了青县广大干部群众的
真心拥戴。以至于多年后，百姓
们仍念念不忘，他不愧是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青县人民的好
公仆。

张杰生前立下遗嘱：不能生
在青县，但愿长眠在这里。逝世
后，他的骨灰埋在小牛庄村南娘
娘河畔的一块墓地里。

2021 年清明节前夕，张建
华携家人为父亲扫墓时赫然发
现 ， 墓 碑 被 擦 拭 过 ， 一 片 洁
净，似乎发着一丝光亮，碑阳
文字以及碑顶的纹饰，被人用
金粉调制的金汁精心勾描过。
转至碑后，碑阴的碑文：“赤胆
报国一身正气垂千古，忠心为
民两袖清风荡乾坤”，也被勾描
了一遍，那金色光鲜如新，金
汁不溢不漫，一眼便可看出，
应该是不久前做过的，怪不得
在春日的艳阳照耀下，闪烁着
璀璨的光芒。清明时节，有人
依然不忘这位早已离世多年且
不是自己家族的故人，用心前
来扫墓描金。那一刻，已经年
逾古稀的张建华禁不住喉咙哽
咽，情感难抑，滚烫的泪水潸
然而下，扑簌簌地滴落在这块
父亲曾经战斗过的热土上……

张杰同志 24岁来青抗日，两
次执政青县，最后一次离开青

县，已经 52 年，去世也已 21
年。光阴荏苒，对于这样一位离
开青县多年、远离政坛、远离人
世的老人，却还有人如此记怀、
敬重，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愫？
怎样的一种感念？

这个人是谁？是一个人，还
是一群人？是当年的老房东？
老战友？老书记？还是他们的
后人……张建华很想知道，但
无 法 找 ， 无 从 问 。 他 心 潮 澎
湃，感慨万千，不由想起父亲
逝 世 时 ， 青 县 百 姓 送 别 的 场
景。偌大的悼念大厅有一半是
青县的干部群众，其场面之悲
壮，令人肝肠痛断。

他为父亲深深地自豪！
他替父亲深深地感恩！
其实，用不着寻找，用不着

问询！
答案，就在光阴里，就在大

地上，就在人心里！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

时”，这是我市著名楹联家朱惠民
先生创作的一副流传甚广的名
联，曾经被好多人误以为是一副
有名的古联。一个官员如果在离
任后，能够在坊间闾阎、田间地
头，为人称道，时时谈起，念兹
在兹，深深怀念，那将是一种莫
大的幸福。“时代是出卷人，我们
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张杰
用高洁的人格、模范的行动，交
出了合格的答卷，在青县人民的
心里树起一座金光闪闪的纪念碑！

这描金的墓碑仿佛一块镜
子、一声诘问、一个诉说，让我
们思索，该怎样做人，怎样工
作，怎样生活。

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日前，肃宁县教育系统在县
第五中学举办了“举手之
劳，善行肃宁”原创主题诗
歌诵读会。本次诵读会作品
都是以全县开展的“举手之
劳，善行肃宁”活动为题材
创作。一个个感人的事例生
动展示了教育系统开展志愿
服务的成果，令人为之动
容。

“ 举 手 之 劳 ， 善 行 肃
宁”吹响了创建文明县城的
号角。文明是一个城市的灵
魂，欲建文明城，先育文明
人，通过教育系统的持续努
力，文明之风正潜移默化引
领新风尚，汇聚正能量。这
次诵读会抒发了肃宁人内心
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文
明创城，每一位肃宁人都不
是旁观者，都是实实在在的
参与者。接下来，肃宁县教
育系统还将一如既往地站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出发
点，持续用心、用情开展各
项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带
动更多群众创建文明县城。

诗歌诵读诗歌诵读

文明城文明城

齐莹爱书，爱书中飘散的缕缕清
幽书香；爱书中世间少有的淡泊宁
静，更喜欢与故事中的主人公灵魂
共舞。独卧一隅，手握一卷，读书，
是她最喜欢的事。

45岁的齐莹是献县第四实验小学
的一名教师，从教20多年，从小与书
为伴，也影响得家人都爱上了阅读。
前不久，她家被评为沧州第二届“书
香家庭”。

读 书读 书
心心 得得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
雨声，花落知多少。”还是毛头孩子时，
齐莹就喜欢跟着哥哥姐姐饶有兴趣地读
书，虽然当时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但还是
每每欣欣然地摇头晃脑地读来读去。

书香就是从那时候飘进了她的世
界。齐莹说，小时候，家里生活贫困，
读课外书被视为不务正业。当时大伯在
天津上班，条件比较富裕，每每哥哥去
天津，都会带回很多小人书，还不被大
人责备。为了换取哥哥的小人书，她经
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门口玩，一见
哥哥的影子，立马飞奔过去，还给看完
的，换回没看过的。小心翼翼地揣在怀
里，心满意足地回家，然后躲在角落里
偷偷看。

卧冰求鲤、孔融让梨、凿壁偷光等故
事，就是在那个生活贫困的年代里获得
的。从书里，齐莹懂得了尊老是一种美
德，认识了勤奋好学的匡衡，了解到教子
有方的孟母。

那时候，就算上厕所，她都会随手拿
本书贪婪地读，全然不顾厕所的异味。

那时候，她的姨夫在服兵役，晚上她
和姨作伴。姨的公爹是村干部，能看到
《沧州日报》。每天晚上，齐莹到他家的第
一件事就是找报纸。品读之后还把喜欢的
文章小心地剪辑下来，积累成册，张贴成
厚厚的几大本保存着。

时光缓缓而过，在书里，齐莹尽情地
吮吸着知识的甘露，尽情享受着一份忘我
的宁静，沉淀着一份祥和的静美。

手指翻阅过一页页泛黄
的学生时代，然后进入工
作时代。工作之余，齐莹
穿行于书架之间，脚步依
然。每天不读点书，似乎
缺少了什么。她觉得，读
书的目的不再是好奇心，
而是透过书本，认识到更
深一层的社会和人性的本
质。越读愈发感受到自己
的弱小和单薄，于是更加
迫不及待地读书，寻找自
己的所需，来武装自己、
完善自己、支撑自己。然
后把所感、所悟写下来，

为编辑一部成长的纪录片
做准备。

2020年，齐莹偶遇献县
“阅微读书会”，大家因着有共
同的读书爱好走到了一起，每
个人身上都闪耀着各自不同的
光辉。在齐莹的带动下，一家
人都参加了读书会。

2020 年 的 冬 天 很 冷 ，
阅微读书群里却很暖。他
们每天晚饭后，由巩新华
引领，准时分享 《论语》
内容，博古通今的秦焕泽
主讲，大家在群里各抒己
见，热闹非凡，这场丰富

的文化盛宴温暖着冬天群
里的每一个人。

在图书馆里，他们一家
人一起聆听长篇小说 《百
草山》 的作者李西岳讲述
抗日战争史，让人身临其
境。在献王陵的大厅里，
他们一起聆听过 《夺命书
香》 的作者彭玲的深情诉
说，一下子把他们带到了
久远的时代，追随着历史
跌宕起伏。 一场场文化的
盛 宴 ， 一 次 次 心 灵 的 洗
礼，给这一家人以生命的
震撼和启迪。

■ 读书会上的一家人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
齐莹每学期至少读两本教学
理论的书籍，读了《陶行知
先生的教育名篇》，她写了
《读书与用书》的读书笔记；
读了美国作家简·尼尔森的
《正面管教》，她写下了《秉
持“和善而坚定”的态度》
的读书笔记；捧读于永正老
师的《我怎样教语文》，她写
下了《守住小学语文教学中
的“常”》；读了《魏书生的

工作漫谈》，她又写下了《人
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
读书笔记。

因着喜欢读书，齐莹的
丈夫范春怀开着书店，家里
的书随处可见，沙发上、窗
台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书。浓郁的书香氛围浸润着
这个四口之家。饭前饭后，
一家人探讨学习与人生的问
题是常有的事。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一家人就探讨饥寒交迫下挣命
的人们：小团圆媳妇的惨死，
可怜而可悲的长工有二伯，磨
倌冯歪嘴子的故事。读老舍的
《骆驼祥子》，大家都唏嘘祥子
命运的悲惨。一家人谈笑间说
个谜语、猜个成语歇后语，是
生活中的小插曲。

他们爱书，以书为魂。
“书是进步的阶梯，终生的伴
侣，最诚挚的朋友。”齐莹这
样说。

■ 爱书如命 以书为魂

齐莹齐莹（（右二右二））一家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