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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祥：历史长河中每
个事件的发生，都是历史、
社会的反映。大运河是历史
长河中的一部分，近代中国
在不断革命，红星代表着革
命意义，是仁人志士在为人
民服务理念指引下，进行反
抗斗争、争取解放的标志。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
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凸显大
运河承载的红色文化。大运
河蕴藏了无数感人事迹，流
淌着革命烈士的鲜血。不忘
初心，就是要铭记历史，以
为人民服务的红色精神激发
人们干事创业的激情，从而
促进整个国家的团结、进
步、民主、繁荣。

沧州对中国革命和建
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
献，涌现出大批革命先烈。
沧州第一个、第二个党支部
及其他党支部，都可考虑在
原址重建。大运河畔有很多
无名烈士，烈士陵园可建一
座无名烈士纪念碑，收集安
放烈士遗骨，介绍他们的事
迹，让人瞻仰缅怀。沧州红
色文化平台还有很多，特别
是运河一线，从北边往南青
县、泊头、东光、吴桥，都
有红色文化点，应该整理出
来。

李炳天：建党 101年，
一路雄风，沧州儿女血染党
旗红。运河两岸涌现出了不
少红色名人和革命英雄。不
仅有介绍周恩来入党的张申
府、刘清扬，还有周恩来、
朱德介绍入党的宁都起义领
导者季振同等。张隐韬、赵
博生、邸一馨、刘格平……
如今运河展风景，不能没有
那抹浓重的红，不能没有他
们的身影，不能没有红色文
脉的传承。

陈金升：泊头市运河两
岸有许多“红色文化”遗存
和记忆。主要有：刘格平在
直隶泊镇第九师范（今沧州
高等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建
立党支部，领导学潮、工
人罢工，在周边各县建立
党组织，驱逐贪官等；还
有受到朱德总司令及冀中
军区司令部嘉奖的齐桥镇
小炉村“白庙”战斗；紧
靠运河的南三里村事件引
发的解放泊镇；华北局城
工部迁移到泊镇，为平津
战役做工作等。

读者冯秀菊：兴济镇
是 青 沧 战 役 中 兴 济 攻 坚
战、解放青县和攻克沧县
之战的3个主战场之一，无
数英雄的鲜血染红了这块
土地。宋桂荣烈士生前是
沧 县 兴 济 镇 小 学 教 师 ，
1959 年因抢救落水学生而
牺 牲 ， 被 追 认 为 共 产 党
员、革命烈士。她爱岗敬
业，是师生学习的楷模。
这些都成为兴济镇小学红
色文化建设的重点。

读者吕少军：建议把
红色大运河作为沧州大运
河文化分支之一。直隶第
九师范学校是党早期活动
并建立组织的地方，开展
了学生运动，建立起党的
外围组织，培养造就了一
批革命者，是运河边上的

“红船”，沧州大地上的
“红色摇篮”。冀鲁边“铁
帽子五连”小分队在运河
岸边泊头斗敌惊心动魄的
故事，也值得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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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六十四期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主持人：

盘活红色资源，凸显
大运河文化中的红色记
忆，应吸纳哪些具有重大
历史价值和深刻教育意义
的红色文化？如何组织
好、统筹好，以广泛听取
专家和群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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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大运河红星照耀大运河红星照耀大运河
主持人：

红色文化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里，如能形成具体的“物”，
就更具有可瞻仰性和教育性，在这方面有哪些思考？22

刘增祥：运河两岸发生了多起精
彩战斗，如沧州城北胡嘴子伏击战，
伏击了日寇物资运输团，资料里细节
非常丰富。由此，可考虑在运河堤旁
竖碑，介绍那些重要战斗情况，如有
可能，还可雕塑人物或场景，展现战
斗情景。

在泊头，东光县大队和交河县大队
联合伏击了日伪物资装备船队，点着几
十艘敌船，大火一直烧了两天三夜，毁
了敌人物资，沉重地打击了敌伪气焰，
支持了根据地斗争和正规作战。这样的
地方还有很多，如冀鲁边区部队攻打连
镇客运站，烧了敌伪大批物资，战斗场
景都有文字记载。在沧州城区，沧县县
大队袭击火车站发电房，天津《大众日
报》也刊载了消息。毁掉发电机房，敌
伪信号发不出去，火车停运了很长时

间，日寇的间谍机构也被狠狠打击，提
振了士气。一些青年趁机溜出沧州城，
参加了八路军或县大队，意义非常大。
大运河畔人来人往，如果附近有雕塑或
碑刻供人随时瞻仰，将是鲜活的红色教
育主题。

红色平台建设，可首先从视觉角度
入手，搞成视觉艺术。另外，大运河畔
应该有一个总体场馆，如革命历史博物
馆或沧州红色历史博物馆、沧州红色记
忆博物馆。以此馆为龙头，沿线建小
馆，如最早的党支部等。应鼓励艺术
家，以本地红色故事为题材，创作歌
曲、舞蹈、戏剧等，以视觉、听觉等各
种形式展示红色文化。

李炳天：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点
位，要设计好、建设好，有形有影，有
声有色。看得见，才便于传承，让人们

受到教育，才能留下深刻印象。
我老家沧县仵龙堂东卷子村，抗战

时“百团大战”后发生过一次战斗。八
路军 23团从南皮冯家口渡运河来到东
卷子村时被敌包围，打了一天一夜。凭
借村里的土围子和老百姓，打败日伪军
一次次围攻。日伪军死伤近700人，我
军伤亡160人，10名支前村民牺牲。然
而，到目前，没留下任何有形的遗迹。
据老人们讲，当时埋了5个大坟，最多
的一座坟埋了 41位烈士。我小时候每
年清明节小学还组织去扫墓，现在坟头
也没有了，让人十分伤感……

读者冯秀菊：转红色文化为物，沧
县兴济镇小学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建成
宋桂荣烈士纪念馆、兴济镇小学校史
馆、青沧战役展览馆，形成“三馆一
园”，成为本校红色教育基地。兴济镇

小学始建于 1906 年，让学生了解校
史，有利于激发他们以校为荣的集体荣
誉感，进而产生“校以我为荣”的学习
动力。学校选取典型事迹，学生根据
《青沧战役经过要图》加以标注，制作
成手绘红色资源地图，直观地感受到身
边的红色故事，拉近了与先烈的距离。
以“三馆一园”为依托，学校每月开展
一次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活动，红色教
育初见成效。

读者王殿峰：建议把红色人物和
红色故事，包括抗战时期沧州百姓受
的苦难展示出来。胜利公园要打造成
红色文化的集中教育场地，利用好马
本斋纪念馆、档案等红色遗产。还可
考虑让经历过抗战、解放战争等仍健
在的老人们讲述当时场景，录音录像
永久保存。

泊头华北城工部旧址泊头华北城工部旧址

泊头白庙战斗遗物泊头白庙战斗遗物

刘增祥：这个问题很值得反思。比
如说沧州解放，最著名最重要的一场战
斗就是军桥战斗。那时，根据地已大部
分解放，沧州城也马上解放，人民大众
当家做主的日子就要到了。战士们冒着
枪林弹雨，前仆后继，以大无畏的革命
气慨拿下东面桥头堡，队伍开进沧州
城。这些战士，难道不知道子弹打到身
上要死吗？但他们为了人民当家做主这
个大义，义无反顾。

舍生忘死，为了人民，为了后代幸
福，为了新中国不怕牺牲，他们的思想
觉悟和高度，应该在梳理叙述和建设中
给予高度肯定和生动再现，以这种思想
境界、这种牺牲精神来鼓舞人、激励
人，为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努力。为此，
可在解放桥头把军桥战斗场景用艺术形
式展示出来。做成二维码，扫一扫，听
一听，感知脚下曾经的历史、攻桥先烈
们的牺牲精神，身临其境，情景再现，
意味深长。

胜利公园除了平整广场，现有雕塑

应及时修复，也可增加具体红色元素。
华北城工部，除了内部小院外，周边还
可用艺术形式加以丰富，比如，转移天
津、北平学生等场景都可考虑，不断发
掘丰富。还有沧州城内城隍庙小红楼，
党领导沧州两次罢工是从这儿发起的，
还是日伪时期地下联络点，如果建起
来，它将成为沧州红色文化建设的一个
标志性建筑，意义重大。

李炳天：上周我去了沧县兴济镇小
学，看完我很受感动。一座在运河边上
的小学，就在校园里建了“三馆一
园”。学校建成 106年了，烈士陵园就
挨着操场。红色教育搞得非常好，如果
大家都这样动起来就好了。运河情怀，
爱心承载，红色文脉，千秋万代。

陈金升：对已经形成的纪念地，要
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同时，还要进一
步挖掘其内涵。除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外，要组织人员及老干部、老军人、老
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编写文稿，收集
文物。

主持人：

沧州大运河畔目前有胜利公园、泊头华北城工部旧址等红色场地
或遗迹，怎样持续保护好这些场所、发挥好这些现有场所的作用？33

刘增祥：从南到北运河一线，串起
这些红色事迹，就是沧州红色文化的重
要轨迹。红色教育是日常化的、潜移默
化的，不是一阵风，建设大运河红色文
化，要满足人们生活、闲暇中接受红色
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需求。

要发挥有关机构的积极性、民间人
士的积极性，鼓励民间人士，调动专家
搜集、梳理红色文化，使之转化成现实
的物。鼓励有作为、有思想的企业家，
在红色文化传承、耕耘、建设中发挥积
极作用。兴济镇小学的做法，很感人。
教育部门可考虑组织教育工作者到现场
观摩，学学经验。革命传统教育，对党

员干部、对孩子们都有好处，各学校可
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百花齐放、各显
其能的局面，对沧州大有裨益。

陈金升：把运河沿线的红色记忆、
红色文化连成线，此建议极好。近些
年，泊头市对红色文化很重视，编写了
《泊头红色记忆》《泊头革命老区发展
史》，对城工部进行了重新装修、布
展。去年新馆开馆，迎来了大批参观
者，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文化也得
到了一些村的重视。小炉村的白庙战斗
纪念馆已有雏形，并征集了一些文物。
南三里事件纪念馆房屋已经建成，正在
谋划征集相关文物。

主持人：

单丝不成线。大运河贯通沧州南北，沧州区域内发生的有重大影响
的革命故事，是否应在沿运河一线县市区，形成点线面，进行规模化建
设和展示？

44

刘增祥：大运河建设修复，这
是红色文化再次呈现的极好机遇，
也是打造各种点线面的好平台。点
线面是很好的构想，建设起来要花
费时间、资金，考虑客观情况，但
很有必要性、可行性。

党已经走过了101年的光辉历
程，取得了巨大成绩。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前无古人，在摸索探索中前
进。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建设弘扬
大运河畔的红色文化，凸显先烈们
为人民幸福、民族自强无畏牺牲的
精神，时刻用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提
醒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牢记自觉
地为最广大群众谋福利的宗旨，一
定能克服困难、荡涤丑恶现象，使
沧州更好地向前发展，百姓能够得
到更多的幸福。当人们行走于大运
河畔，看到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艺术
造型，可歌可泣的故事场景，潜移
默化，就会受到教育，整个社会得
到净化，从而健康有序向前发展。

李炳天：传承红色文脉，赓续

红色基因极其重要。大运河是文化
带，红色文化不能缺席。现在有些
老同志还在，有些历史文献正在整
理，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应乘建党
百年之势，多吸纳有重大历史价
值、深刻教育意义的红色文化故
事。

陈金升：对广大干部、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进行红色教育极为重
要。党奋斗百年，使积贫积弱、倍
受西方列强欺侮的旧中国成为屹立
在世界东方的强国，其过程极为艰
难曲折，无数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当代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之外，红色
教育是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些
年，各级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泊头
市编写了《泊头市青少年教育系列
丛书》。泊头市青少年教育基地现
有 11个，基本以红色为主，如富
镇烈士纪念塔、黄立荣烈士纪念馆
等。基地建设和丛书编写，旨在

“用泊头的人和事教育泊头的青少

年”，以期看得见摸得着。
这些工作为红色文化教育打下

了基础，要遵循总书记把大运河文
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
指示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

读者冯秀菊：围绕红色文化，
兴济镇小学开展了系列教育活动。
如 3月诵红色诗词，4月读红色书
籍，5月讲红色故事，6月研红色
史实，7月观红色影片，8月书红
色征文，9月听红色讲座，10月唱
红色歌曲，11月开红色队会，12
月争红色少年系列，月月有活动。
开学第一课，学生们都会参观3个
场馆、清明祭英烈、主题班（队）
会，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充分利用好学校“三馆一园”
这部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爱国者的
故事。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在同学们心里埋下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革命薪火
代代相传。

主持人：

凸显大运河红色文化，是借大运河建设之力，来推动红色教育、红色旅游。在完善展陈水平、
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探索红色经典教育、创建实践型教育基地、带动乡村旅游等方面有哪些建议？55

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地直隶第二中学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地直隶第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