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泊头市郝村镇王孔村村委会，一
块闪亮的牌子立刻让人眼前一亮：“全国
文明村镇”。村党支部书记王仁江说，这
份荣誉来之不易。

61岁的王仁江1980年参军，1984年
退伍回乡。在他人生40年里，从军人到村
干部、从群众到党员，一次次蝶变，从青
丝到白发，他将青春与热血挥洒在了家乡
这片热土上。

“新”党员是“老干部”

退役回乡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庭，
王仁江发愤图强，干起了铸造厂。王孔村
因为村中铸造行业起步较早，经济基础较
好。2012年，王仁江来到北京，与本村在
京的企业家对接，创业的同时，一起为家
乡捐款40多万元用于修路。之后，他为村
中陆续捐款几十万元。

2016年7月，王仁江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身份的转变，让他更加明白致富应回
报家乡。就在当年，王仁江高票当选王孔
村党支部书记。

这几年，王孔村的每一条街巷都实现
了硬化，每一家门前都种植了花果树木。
王仁江说，村干部这条路走得不易，路更
是修得不易。村中的南北大街是村里的主
干道。上世纪70年代规划的时候，就想打
通道路，几十年却没有解决。村南头是3
户老宅子，几十年前，三家儿孙多，房子
一直居住紧张，几任村干部做工作都没有

拆成，路也一直未通。2020年，重修南北
大街时，王仁江暗下决心，必须把路打
通，解决这个难题。

“我家刚装修完，不能拆！”面对村民
的哭闹和阻拦，王仁江只能实行“车轮
战”。他从不着急，只要有时间，就去这3
家做工作，给他们找好村里闲置的老宅基
地，承诺给盖房子，补偿装修款。一连好
几个月，王仁江踏破了门槛，说破了嘴皮
儿，想尽了办法，才让3户老百姓搬了家。

“当村干部就是为老百姓干事，村上
的事比家里事重要。”王仁江说。在村
中，一幢新楼比较显眼，楼前偌大的广场
是村民们休闲娱乐之地。就是这个地方，
两年前却是一个人人嫌弃的臭水坑。王仁
江带领着村两委班子用老盐河清淤的土给
填平的。按规划在上面盖楼，需要启动资
金，王仁江又带头捐款，把自己家的房子
都做了抵押，筹集了前期的启动资金。今
年，综合楼已竣工，给老人们规划的幸福
院、给村里建立的党建室、图书室，即将
启动。

口袋鼓了，百姓就笑了

“老百姓口袋里鼓了，脸上就有笑容
了。”这话王仁江常挂嘴边。

王孔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可年轻人
外流，留在村里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加快
种植产业转型升级，成了他心里放不下的
事。他加快中低产农田改造，实施粮食田

间工程，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小
麦节水品种，为村民们提供补贴和技术指
导，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转变观念不容易，已经记不清多少
次，王仁江迈进村民家里，鼓励大家经营
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如今，王孔村2600多亩地实
现了土地流转，有大型工厂3家，小型加
工摊点5个，业余劳动力基本都到了村中
企业打工，在家门口实现了高收入，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

此外，他还多次到外地学习全国文明
村经验。每次听到哪个村建设得好，无论
是本地的，还是外省的，他都自掏腰包带
领村干部一起去学习，再因地制宜运用到
本村发展上。

全国文明村“文化”开路

王孔村自2015年就是“全国文明村
镇”，这得益于几任村干部的努力，也离
不开王仁江的传承和付出。

交河县战备指挥所是 1971年建成
的，在王仁江小时候的记忆中，这里的指
挥系统特别先进完备。设备被取出后，几
十年疏于管理，地下房子已经淤土过半。
王仁江带领干部群众，把淤土一筐筐背出
来，清理维修，打造成红色文化教育基
地。

他修建“党建长廊”，配合战备指挥
所，多次组织王孔小学和千里屯小学学生

参观学习红色文化。他还组织年轻人员组
成“抖音大队”，自导自演创作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贴近百姓生活的文艺作品，通
过文艺汇演等方式，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
活。

在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王仁江打造
以战备指挥所为中心，形成了环王孔村旅
游路线，将王孔农家乐、航空小镇等乡村
特色产业融入其中，实施“文化+”战
略，挖掘和培育一批具有战备指挥所文化
特色的工艺美术产品和品牌，制造与北航
等优质大学合作的航空模型，提升航空小
镇的知名度，延伸了文化产业链。

7年来，王仁江的脚步从未停歇，荣
誉接二连三。2019年、2020年被评为泊
头“优秀退役军人”。王孔村先后获得沧
州“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

“省级文明村镇”等称号。

主人公心语：
要当个好书记，就
得像部队打仗，永
远 保 持 一 级 战 备 ，
随 时 准 备 投 入 战
斗 。 不 管 受 多 大
累、遭多大难、付
出多大辛苦，都要
把乡亲们的事当成
自己的事，必须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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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家园”杯

本报记者 杨金丽

他把连自来水都喝不上的落后村，
建成“四个覆盖”标杆村，最多时一天
来600多人参观；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代表，他参加庆祝建党百年的全国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接见；他带领村民改变农村面貌、
走上致富路的故事，感人肺腑，先后被
拍成微电影《足迹》《初心》……

他，就是肃宁县付家佐镇西泊庄村
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任树军。

黝黑的面庞，挺拔的身姿，花甲之
年的任树军走起路来，还带着当兵时的
样子。他就这样一路走来，走过昔日贫
穷落后脏乱差的西泊庄，走进今天如诗
如画和谐美丽的“糖人村”。

落后村变身标杆村

12 年前的西泊庄，是真穷、真
脏、真乱、真难走。有人说，西泊庄的
路是“糖稀路”，下了雨，迈进去就拔
不出脚来。不要说基础建设，连喝自来
水都是大难题。很多农户搞养殖，气味
难闻，人们一进村就捂鼻子，甚至，村
委会用房、小学校址也被人占用了。

2011年3月，任树军就是在这种情
况下，撂下批发站的生意走上村党支部
书记岗位的。

他 1978 年当兵，在内蒙古守边
防，从士兵干到班长、代理排长，多次
受到营、团嘉奖，立过三等功。复员后
经商，有自己的一摊生意。乡镇领导找

他谈话时，说好让他干半年，谁知，这
一干就到现在。

任树军上任后，决定先解决全村喝
水的问题。可村里没钱咋办？

“硬办！”他从自己的批发站撤出
4.8万元垫资建水楼子、铺水网。饶是
如此，一听说要安水表、交水费，不少
村民还是不同意。他带着施工队串巷入
户，掰开了揉碎了讲，说好话、赔笑
脸。大夏天暑热如蒸笼，他跑前忙后，
整整干了6天6夜。

通水那天，乡亲们翘首相盼。谁家
来了水，都像过年一样欢呼雀跃。水放
了一天一夜，村西头一户人家还是见不
到水。任树军急得嗓子冒烟，第二天凌
晨5点就带人一处处排查，终于找到了
根源：村民家家都有存水井，大家私自
蓄水，导致水流不畅。不久，西头那户
人家也通上了水，他才长舒一口气。

扩街修路也是老大难。推平村民侵
占的坡沿，清走多年堆积的垃圾……问
题多不胜数。任树军又“杠”上了——
走街串户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
不行三次……那时候，他痛风病犯了，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只好拄拐。

最大的难点是占道的老枣树。前几
年村里几度想修路，都被老枣树挡住
了。枣树的主人是位大娘，她拼了命地
护树，谁都怵头。任树军拄着拐走进大
娘家，把情况一说，大娘的话让他一下
子眼眶红了：“刨吧！这些日子我看出
来了，你是真心为村里办事，咱西泊庄

的前途比我这棵老枣树金贵……”
一处处拆、一点点清……路豁亮

了，村民的心也敞亮了。硬化胡同，全
村 200多户村民出义务工，自修门前
路。

外迁养殖户，规划特色养殖园区；
填平垃圾坑，修建了新“两室”和公
园；古井、辘轳保存下来，稍加装点，
便成了村中一景；千米文化墙让古村乡
韵味道十足；文化广场上每晚都人流如
织……村子变化越来越大，村民笑容越
来越多。

在任树军的带领下，西泊庄从全县
有名的落后村，一跃成为“四个覆盖”
标杆村。那时候，村里天天来人参观学
习，最多的一天来过13拨、600多人。

带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去年 7月 1日，任树军走进人民大
会堂，参加了庆祝建党百年的表彰大
会，亲耳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回忆这一
幕，他激动地说：“能够现场见证这个
庄严的历史时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我倍感光荣和骄傲，更激发了干
事创业的豪情。”

当日，西泊庄村党支部获得“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如今，这一荣誉与“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省级森林乡
村”等各项荣誉挂满了党群服务中心的
一面墙。任树军自豪地说：“要说西泊
庄的变化，党群服务中心就是最好的证
明。”

以前，这是个垃圾坑，一到夏天蚊
蝇乱飞。任树军带着党员、村民代表把
坑填平，建起党群服务中心和小广场。
如今，这里成了村里的“门面”，参观
考察的第一站是这里，村民们也喜欢到
广场的大树下乘凉、唠嗑。

带出一支作风过硬的党员队伍，是
任树军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从他上任
起，每天清晨，带领党员们义务给村里
扫大街，就成了铁的定律，连 80多岁
的老党员都来干。这一做法，他们坚持
了6年，直到2016年乡里配备了环卫工
才结束。省领导来考察，听说后都不相
信是真的，连说：“这份觉悟，省会的
市民还都没有。”

村里的各项工作，党员、村民代
表事事走在了前面。乡亲们深受触
动，主动当起了志愿者。村里有什么

事，大喇叭一招呼，大家都积极参
加。乡亲们素质提高了，侵街占巷、
打架斗殴、丢东西的没了，村风越来
越和谐，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
成就感越来越强。

从糖人文化到文旅开发

西泊庄是著名的“糖人村”，历史
可追溯到清末，几乎家家会吹糖人。时
光流转到 2010年前后，吹糖人儿换不
回几个钱，没人愿学这手艺，“糖人
村”眼看后继无人。

“糖人是个好东西，不能丢！”全面
发展特色文化，任树军打定主意。

任树军在村里建起糖人展厅，申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立糖人艺术
团，组织村民精学吹糖人技艺。如今，
糖人艺术团已有成员100多人。

从2016年开始，在省、县领导的支
持下，糖人艺术团先后到太行水镇、天
津盘山等旅游景区驻场表演，打出知名
度的同时，也打开了视野，开拓了市场。

任树军脑子灵、办法多。受景区启
发，他逐渐有了文旅开发的新思路。此
后，西泊庄陆续建起糖人文化街、民俗
文化小院、民俗艺术小院，2019年投资
100多万元建起牡丹园、芍药园，“既可
观光，又能药用，这样创收路子广。”
任树军说，这两年又建起生态采摘园、
小动物乐园，文旅资源越来越多。

2020年，受疫情影响，外出旅游
的人数锐减。首届糖人文化艺术节暨牡
丹节却开门纳客，西泊庄成了网红打卡
地。第二年，他们如期举办第二届艺术
节。糖人儿吹出了人气，花儿引来了财
气。仅去年牡丹节 1个月时间，门票、
摊位费就让村集体收入20多万元。

任树军并不满足，这个 63岁的老
“兵支书”还有很多新想法，下好文旅
这盘棋，围绕农耕文化做文章，创建研
学基地，继续壮大村集体经济，鼓足乡
亲们的钱袋子……

那首别有冀中乡土风情的《糖人儿
歌》迎面而来：“糖人儿里裹着咱的梦
想和心气儿，甜蜜的滋味飘满了村儿。
吹糖人儿全靠着一股劲儿，越吹越有精
气神儿……”

歌声中，任树军大踏步走过村子的
角角落落，脸上的表情，和那歌中的音
色一样，有一种千年万载永不褪色的纯
净和热烈。

主人公心语：我做的事还远远不够，看着家乡一天天变化，看着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变
好，干什么都觉得值！

王仁江王仁江：：老兵老兵的的““新新””风采风采
齐斐斐 王立国 殷晓丹

制作人回忆
与蓝天野交往点滴

“七一勋章”获得者，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表演、导演艺术
家蓝天野，6月8日因病在家中
逝世，享年95岁。

濮存昕在短视频中深情地
说，今年二月二，是他给蓝先
生理的发。

濮存昕的父亲叫苏民，当
年，苏民和蓝天野都是经泊头
华北局城工部转移的爱国人士
之一。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
的 32集有声书《烟雨平生蓝天
野》，以回忆录的形式，回顾了
蓝天野的人生历程，以及艰难
动荡时期的为人准则。制作人
周彬是沧州的儿媳，公婆是我
市摄影师王少华和张书俭。

“蓝天野本名王润森。1948
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
部将他从北平转送到解放区泊
头。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要
求所有人都改名字。于是他为
自己改名‘蓝天野’，并一直沿
用至今。”周彬说，这一细节在
有声书里有详细的描述。

2017年录制《烟雨平生蓝
天野》时，周彬曾去蓝老家录
了一遍，老人听录音觉得有些
不满意，坚持到台里再录一
遍。彼时他已年届九十，敬业
之心却丝毫不减。

那次采访，蓝天野的艺术
家气质给周彬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蓝老还是一位画家，师从
李苦禅和许麟庐。家中的画
作，都是蓝老自己的作品。”周
彬当时给蓝天野拍了不少照
片，其中一张录音的照片，蓝
天野非常喜欢，一直用作微信
的头像。

“听闻老人是在睡梦中走
的，愿一路走好。”周彬的语气
中充满敬重和缅怀。

转移泊头途中
改名“蓝天野”

1947年底至 1948年末，经
华北局城工部护送转移了很多
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

1948年，中央邀请民主人
士到西柏坡，准备召开新的政
协会议。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
加新政协的路线有两条，北线
护送由华北局城工部负责，这
里成为北线民主人士进入解放
区的最前哨和转运站。

在泊头市华北局城工部旧
址，蓝天野的照片与其他被转
移的爱国人士陈列在一起。照
片里，蓝天野年轻帅气，笑容
灿烂。

蓝天野本名王润森，河北
衡水饶阳人，自小迁居北平。
受三姐影响， 1945 年 9 月 23
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
胜利后，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北
平剧联党支部，蓝天野是其中
一员。

1948年，为迎接解放战争
胜利保存实力，党组织决定将
部分党员分批撤回解放区。

利用中秋放假，蓝天野和
母亲以及另外一名小演员一
起，转移到泊头。

路上，为了安全起见，防
止暴露身份，组织要求所有人
都改名字。于是他为自己改名
为“蓝天野”。由于蓝天野的母
亲会说地道的冀中方言，一路
上都没有引起国民党军队岗哨
的怀疑。

蓝天野等人抵达泊头后，
在华北局城工部工作人员的护
送下，转移到了石家庄平山县
的李家庄村。 1949 年 10 月 1
日，蓝天野在天安门广场参加
了开国大典。

转移路上
为过关巧妙周旋

吴晗是中共中央邀请参加
新政协的北平民主人士之一，
他们夫妇到达解放区，由地下
党员池重负责。池重护送经验
丰富，准备了一套应付国民党
关卡检查的“秘笈”。

吴晗提出，向党中央汇报
的记录纸和眼镜要带走。池重
将眼镜片拆下来，小心藏进雪
花膏瓶子里，把记录纸夹在火
柴盒内，连同半包劣质香烟装
在衣袋里。还准备了一些钞票。

在陈官屯关卡，国民党兵挨
个搜身盘查。池重把钞票放在包
袱里显眼的地方，要求吴晗也这
样做。国民党兵熟练地把钞票塞
进自己兜里，挥手放人，吴晗也
照方抓药，顺利过关。

他们在路上还遇到了拦路
抢劫的国民党溃兵。国民党溃
兵从吴晗的口袋里搜出一团黑
色东西，生气地扔在地上。原
来是吴晗没来得及洗的袜子。

时为华北局城工部工作人
员的高深回忆说：“1948 年四
五月间，组织上调我到沧州交
通站。我接待过的‘特客’有
张申府、刘清扬、田汉、吴晗
等。他们经过千辛万苦，躲过
国民党特务的追踪而来，一到
这里，都长舒一口气，接着诉
说途中艰难经过，笑骂国民党
的腐败无能。我们热情接待，
让他们吃得好一些。一般都住
下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再由站
上同志护送到机关。对年长体
弱的，就用马车送行。记得田
汉走时，把两包毛笔忘在了抽
屉里，我们发现后，马上派人
骑车送去。”

很多民主人士都由城工部
安排，绕过国民党重重关卡，
陪同的交通员灵活应变，巧妙
周旋，多次化险为夷，将民主
人士安全送达西柏坡，没有出
现过一次失误。

周恩来听取城工部负责人
刘仁汇报后幽默地说：“你把大
家留下了，不给蒋介石，难怪
有人说你名叫‘留人’（谐音）
呀！”

“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代艺术家蓝天野，6
月8日逝世。鲜为人知的是，蓝天野这个名字是
他1948年从北平转移到泊头华北局城工部途中，
为避免暴露而改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人周彬是沧州的儿
媳，她深情回忆了与蓝天野老人交往的点点滴滴。

新中国成立前，经位于泊头的华北局城工部
护送的还有刘清扬、符定一、吴晗、周建人、田
汉等诸多爱国人士。蓝天野是最后一位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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