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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运河边

主 人 公 心
语：当兵 4 年，
部队教会了我
坚 韧 和 担 当 ，
我把它献给生
我 养 我 的 家
乡，努力让百
姓们过上好日
子。

臧元青臧元青臧元青
一片一片一片“““兵心兵心兵心”””为乡亲为乡亲为乡亲
本报记者 杨静然

美好家园河北环保有限公司

当兵保家卫国 退伍服务民生

各种保洁 园林绿化 社区管理

汽修保养 智慧物业 职业培训

查滑拳艺查滑拳艺查滑拳艺 运河情愫运河情愫运河情愫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春

经刘格平介绍入党经刘格平介绍入党 与马振华共同战斗与马振华共同战斗

我的伯父傅炳翰我的伯父傅炳翰
傅铁桂

“臧书记可是个热心肠。”“臧
书记处处都为俺们老百姓着想。”

“ 在 村 里 ， 有 困 难 就 去 找 臧 书
记。”……让村民们赞不绝口的，
是东光县南霞口镇王青村党支部书
记臧元青。

他不畏艰难，带领村民改变落
后的村容村貌；他出谋划策，引领
村民走上致富的道路；他耿直、善
良，村民每遇难处，他都会伸出援
手……从2001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那天起，臧元青的心就和王青村村
民连在了一起。

不能辜负村民的期望

臧元青是土生土长的王青村
人，1980年，他怀着一颗保家卫国
的赤子之心光荣入伍。4年后复员
回到家乡，种过菜园，干过买卖，
还担任过村里的民兵连长。臧元青
踏实认真，又厚道老实，渐渐地在
乡亲们心中树立起了威信。

2001年村“两委”换届，亲戚
朋友劝说臧元青：“老支书想让你
接任，你去拉拉选票……”还没说
完，就被他一口拒绝了：“靠拉选
票上来当村支书，一点说服力也没
有！”

让臧元青出乎意料的是，换届
时，村民竟一致将选票投给了他。
就这样，臧元青毫无疑问地当选为
王青村党支部书记。

那一刻，他明白了乡亲们的信
任和期望。臧元青将全部心血倾注
于村里的工作上，誓要改变家乡面
貌。

20年前的王青村，是附近有名
的后进村，打架、上访的不断，就
连条像样的村路都没有。可村集体
薄弱，没有钱咋修路？这可难不倒
臧元青，他盯上了村里的废弃冷
库，变卖后，又在县里申请了几万
元。

可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往
日笑脸相迎的乡亲却变了脸：“不
能拆了我家的猪圈……”

“治村如带兵，要用真情换老
百姓的真心。”臧元青挨家挨户上
门做工作，苦口婆心给他们讲环境
整治的重要性，最终村民们都自觉
拆掉了自家的旱厕和猪圈。

在他的努力下，如今的王青村
已经变了模样——一条条村路宽阔
整洁，贯通南北；太阳能路灯挺立
两旁；两栋新民居拔地而起，一个
个致富项目在村里落地……村民的
幸福感显著提升。

村里变了，村民的心也敞亮
了。

真情换真心

除了改善村容村貌，臧元青还
干了一件大事——成立红白理事
会，整顿村风。

早在臧元青上任时，他就给村
里定下了规矩：红白事不能大操大
办。他说，办喜事，村里不摆酒
席，只是给送礼金的人家拿 8两香
油回礼；办丧事，厚养薄葬，全部
实行火化。

最初，村民并不理解。尤其是
第一家办喜事的人家，总担心不请
酒席，别人说闲话。臧元青来到村
民家中，磨破嘴皮做通了工作。有
了第一家，然后是第二家、第三家
……渐渐地，节约办事的做法逐渐
深入人心。

早些年，村民们常因一点小事
就争吵起来，甚至打架斗殴。臧元
青规定：只要在村里打架，双方各
罚 400 元，后来又加大了处罚力
度，提高到1000元。罚款全部归入

村集体收入，用于修路和村里的保
洁，账目一目了然。

让村民们佩服的不只这些。村
民白小旺患脑动脉瘤，生命垂危
却因贫困没有钱做手术，臧元青
带着村民捐款捐物，及时挽救了
他年轻的生命，又向民政部门申
请办理了低保手续；村民王永平
家失火，臧元青不顾危险就往火
场里冲……点点滴滴温暖着民心。
从此以后，打架斗殴的没有了，
上访户也没有了，大家对臧元青
心服口服，都把心思放在了好好
过日子上。

从种植桑葚到乡村旅游

说起王青村，就不得不提桑树
种植。这里有几百年种植桑树的历
史，是远近闻名的桑树种植专业
村。

最多时，全村有近千亩桑树，
房前屋后全都是。正是因为有桑
树，历次饥荒，全村没饿死过一
人，青黄不接时，成熟的桑葚是王
青村的“救命果”。但也因为种
桑，品种单一，成千上万斤不易储
存的同种桑葚集中上市，“果贱伤
农”致了贫。

砍树！从2000年开始，曾经挺
立在王青村房前屋后几百年的桑树
被连根拔起，有的做成了木耙、木
插等农具变卖，有的变成柴禾化为
灰烬。

树砍了，可王青村贫穷落后的
面貌并没改变。据统计，全县贫困
户建档立卡时，村里有贫困户 108
户，几乎占到了全村的一半。不仅
如此，虽然村里的树砍掉了，可仍
陆陆续续有外地果汁厂、酒厂、制
药厂的客商慕名来村里收购桑葚，
还有外商企业来村里考察建厂。臧
元青从中看到了希望，又把目光聚
焦到了桑树上。不过他知道，再走
老路肯定不行，得改良品种。

在臧元青的鼓励下，头脑灵
活、懂技术的曹克贵决定再试一
试。可因为缺少资金和土地，在扩
大规模上遇到了难题。

得知情况后，臧元青二话没说
就帮曹克贵去信用社贷款，帮他流
转了20亩土地进行优良品种育苗试
种，还联系农业专家。靠着桑树种
植，曹克贵每年收入几十万元，率
先致富，为全村人树立了榜样。

有了他的带动，王青村桑树种
植面积连年扩大。

臧元青在村里专门成立了合作
社，吸引贫困户种植桑树。围绕这
张名片，臧元青打开了“乡村旅
游”的新思路。依托临近运河的优
势，他带领村民们搞生态种植和养
殖，把古桑园、果园、桑葚采摘园
打造成独特的旅游线。

如今，村里桑葚种植面积达千
亩，亩产值约6000元。村里人不仅
摆脱了贫困，还鼓起了腰包。

有一年，因铺设8000米浇地用
的管道，毁了近20亩麦苗，可村民
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还有一年，四
火路拆迁重修，工程涉及附近好几
个村，可在王青村干得最快，村民
们因土地吃了亏也不说……这一
切，离不开乡亲们对臧元青的信任
和支持。带着这份信任和支持，他
带领王青村致富的路，将会走得更
远、更好。

沿运河行至解放桥东，再往西
南方向，曾坐落着南栅栏口、杨家
胡同、大集……王元祥就生长在这
一带。

如今，他的查滑拳武馆也开在
了这里。

这位 76 岁的老拳师虽年过古
稀，却鹤发童颜、身姿矫健，一套
查滑拳虎步生风、刚劲有力，颇有
武林高士之风。

走进武馆，更是别有洞天：稀
世罕见的刀枪剑戟、各式兵器；墙
上，是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黑白照
片，“大刀王五”王正谊、“大侠”
霍元甲、李凤山、张之江，以及佟
忠义、王子平、陈凤岐……每一张
照片背后，都是长长的关于沧州武
术的传奇故事。置身馆内，仿佛穿
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武风浩荡、
武健泱泱的时代。

在王元祥看来，武术的发展离
不开运河。沧州武术，就是大运河
滋养孕育的“文化传奇”。

一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兴盛。沧
州作为南北水陆交通要冲，亦是走
镖要道。彼时，沧州的武师也多从
事镖行。于是，便有了镖不喊沧的
故事。

众多版本中，王元祥对“表达
敬意”之说深信不疑。

他说：“练武之人讲究道义、
规矩。沧州武艺名震大江南北，镖
师过沧州而不喊镖，其实是表达对
沧州武者的尊重。”

王元祥儿时体弱，自幼跟随家
人习武。父亲王俊亭曾在傅作义的
部队任武术教官，而他的爷爷正是
武术家王子平的本家叔叔、著名武
师王振鹏。

据说，清末，有一位少林寺和尚
打遍南北十三省未遇对手，来到沧州
就总想与人较量较量。当时，沧州武
林界推选王振鹏与和尚过招，在城内
苦水井的老大集上，两人对战起来。
为了表示尊重，他点到为止。可少林
和尚觉得不过瘾，坚持动真功夫，被
王振鹏只一个拨手点肋的狠招制服。
武林界流传的“博手挑顶打胸膛，顶
肘好意虎扑羊”，就是形容当时二者
较技的场景。

1963年，王元祥又跟随爷爷的
弟子、著名武师张宝安专习查滑拳。

查滑拳先练千斤坠、磨缸、抓
坛子、滚铁球等，增强身体各部位

的力量，再练摔，基本功练扎实
了，才练习查拳、滑拳等拳法。

参加工作后，王元祥业余时间
仍然坚持练拳。查滑拳也被他不断
发扬光大。

1991年，在我市举办的第三届
武术节上，王元祥演练了一套失传20
多年的“九星大行枪”。长达4米的
大枪被他舞得出神入化，掌声喝彩声
不断。时任省武协名誉主席张曙光看
完表演后，称赞王元祥为“大枪
王”，并欣然赋诗一首：“滑拳王元
祥，演练大行枪。重量六斤半，枪身
丈二长。五代承绝技，功世身中藏。
稀器为何名，九星大行枪。”

2007年 6月，查滑拳被列为河
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 6月，王元祥被命名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查滑拳代
表性传承人。

退休后，王元祥创办了团结武
馆，寓意打破门派之分，天下武者
是一家。

二

曾经，王元祥的家就在运河边
不远的“大集”，就是如今的南湖
一带。儿时，最令他开心的，便是
跟着家人逛“大集”。

大集，顾名思义，就是赶集、
买东西的地方。但要是买牛、羊、
马，可不是给钱就能买下的，得找

“斤较”。
老人解释，斤较是个行业，就

是买卖两者的中介，两边谈价，赚
中间的差价。斤较谈价谈得热闹，
儿时的王元祥也看得津津有味。

另一个让王元祥印象深刻的行
当就是卖水的，俗称“倒两筲”。

“倒两筲”实为卖水人的吆喝
声，后来变成了这一行当的别称。
那时，家家户户喝的都是运河水。
但在运河里打水也是个技术活，于
是便衍生出了专业的卖水人。

一声“倒两筲”，街巷的百姓
鱼贯而出，排着队买水。

“一桶水二分钱，买回来之后
先刷洗家里的缸。淘洗几遍干净
后，把水倒进去，抓一把白矾，等
泥土沉淀，水变清就能喝了。”回
忆儿时的童趣，老人的脸上写满了
怀念。

那时，家家户户都有缸，大小
不一。有钱人家的缸不仅大，上面
还有各种图案。

在王元祥的记忆中，为了生

活，人们身怀各艺——家里的瓷碗
摔裂了，不用锔，把鸡蛋清抹在上
面，就能黏合固定；夏天热，没有
空调电扇，人们就冬天到运河里挖
冰，藏在地下，夏天拿出来解暑
用，于是便有了冰窖胡同……

顺着王元祥家往西走，有卜家
糖坊、南坛子、十二宅……其中，
十二宅因大户刘凤舞在此建立十二
处住宅而得名。

清风向晚，河边垂柳依依，运
河岸边的孩子们摔泥巴、抓小鱼、
到河里游泳……一晃几十年过去
了，但儿时的嬉笑声却时常在王元
祥的耳边回响。

三

王元祥保存着许多珍贵的老照
片，每一张都是历史的见证。

其中一张摄于民国17年，是参
加南京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国考国术
人员的合影。他说，照片拍摄的年
代也是武术最兴旺的时代，中央国
术馆馆长张之江是沧州人，还有10
余位沧州拳师在馆内任教，很多人
后来都进了黄埔军校。他们御辱镇
邪、弘扬国威，为光大中华武术作

出了很大贡献。
“这张照片是上海特别国术运

动大会开幕拍摄。”“这张是新中国
成立后，沧州武术家的合影。”……

除了照片，王元祥还收藏了许
多老前辈练武留下来的器械，但为
了让更多人了解武术历史，2013
年，他将光绪年间习练铁砂掌所用
的汉白玉千斤坠、义和团时期的三
尖两刃刀、咸丰年间习练摔跤用的
石锁，无偿捐赠给了沧州博物馆。

从沧州铁路部门退休后，王
元祥把精力都投入到了义务教武
上。他不仅尽得查滑拳真传，且
性格也极似其祖辈，温和谦让，
言语间显露着凛凛武者的豪迈与
大气。

王元祥对武德尤为注重。他一
再强调，修武先修德。

他还主张无门派说，希望天下
武者是一家。在历史上，查滑拳主
要在回族中流传，因此又有“回家
拳”之称，而王元祥打破民族界
限，不分民族招收学员。

王元祥培养的学员多次在重大
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有的学员被
大学录用，有的学员走上教练岗
位。

我的伯父傅炳翰是盐山县旧县镇
（现千童镇）后韩村人，1932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自幼聪颖好学，思想
进步，一生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社
会主义革命工作，是我成长学习的典
范。

与先驱一同举旗抗日

傅炳翰 1902年出生，1913年考
入韩集李莲村高小，上学期间因得天
花停学。他立志学医，买了《张寿甫
中医验方》等中医书籍自学。

当时，旧县镇前韩村有学校，和
后韩村相距不远，但拒绝招收后韩村
的学生。伯父与革命烈士马振华同
村，为了争口气，他毕业后回村与马
振华一起办起了学校，还办了农民夜
校，建立了农民互助会，传播进步思
想。

1932 年 8 月，伯父经刘格平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盐山旧
县、圣佛一带组织农民抗租抗税，从

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伯父

与马振华、王俊峰、邸玉栋等人成立
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传党的政
策，联络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7月
15日，数千人在旧县北街集会，宣布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伯父任救
国会秘书长。

救国会的建立，极大鼓舞了边区
人民的抗日斗志，各地抗日救亡团体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10月底，发展
到 13个分会，救国军发展到 1500余
人，救国军的建制由大队改为两个
团，伯父任一团政治部主任。

任职期间，他先后参与并指挥了
两次战斗。

一次是1938年2月攻打无棣。战
前，在无棣县委的协助下，伯父派
出侦察人员摸清敌情及路线，做了
大量准备工作后，率部队 500余人直
捣无棣城。敌人居险顽抗，战士们
用火烧毁门，很快攻入城内，击毙
了无棣县伪警备队长，活捉了伪县
长，缴获长短枪 500 余支、子弹若
干。

第二次是夺取庆云县城。当时庆
云县城驻有伪军一个营，营长专横跋
扈，经常出城抢粮，老百姓又恨又
怕。1938年 4月，伯父派人先打入敌
人内部做动员工作。伪连长李栋臣受
到革命思想影响，愿意加入抗日队
伍，作为内应约定以红灯换绿灯为信
号里应外合。

战斗开始，伯父率一团一个营在
特务团部分武装的配合下，看到城上
的信号一变，迅速组织战士架起云
梯，爬上城墙，包围了敌人大队部，
并向里喊话。伪军营长从睡梦中惊
醒，见已被四面包围，只得投降。少
数企图顽抗的伪军被击毙，多数投降
了抗日的队伍。战士们打开监狱，放
出被抓来的老百姓，并打开粮仓，将
伪军抢来的粮食分给了群众。

四柳林战斗死里逃生

冀鲁边区抗战史上损失最大的
“四柳林战斗”发生时，伯父时任地
委秘书主任，是战斗的亲历者和幸存
者。

1942年 4月，冀鲁边区接到上级
电令，召开了反扫荡动员会，指出扫
荡的重点可能在东光、鬲津县的中心
地带。要求大家动员群众，藏好粮食
衣服，主力部队转移离开中心地带。
边区党委动员会后，伯父与地委专署
机关人员离开了中心地带，到乐陵的
边沿和沧县一带活动。过了半个多
月，见敌人大部分回原巢，一连平静
了10多天。伯父与机关人员误认为敌
人扫荡已经结束，又回到了中心地
带。第三天，日寇3000多兵力把地委
专署驻地紧紧包围起来，由于寡不敌
众，除少数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绝
大部分都牺牲了。包括地委书记杜子
孚、专员石景芳、组织部长邸玉栋
等。

1968年，伯父回到老家后韩村故
居养病期间，我曾问到这次战斗。当
时伯父心情沉重，说教训太深刻了。

深入虎穴“望子岛”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区副司

令员黄骅、参谋主任卢成道等 5人牺
牲。边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派伯父去正
盘踞在渤海湾“望子岛”的邢仁甫做
争取工作。因为当时，他时任特务团
政委。

伯父一上岛，就被软禁起来。
十几天过去了，一个漆黑的夜

晚，伯父趁看守不注意逃了出来，
搭上一条渔船逃离了望子岛。他在
上岸的地方意外地遇到了特务团六
连指导员崔奎生和特务团政治处干
事国宝麟。崔奎生原是跟随黄骅来
到冀鲁边区的干部，开始任旅部政
治部干事，收编海匪武装队伍时，
被派到特务团做党的基层工作。伯
父把党组织派他做争取工作和被扣
逃出的经过告诉了他，并让准备上
岛的崔奎生继续装作不知道，隐蔽
一段时间，争取更多的战士回到抗
日阵营中来。

另一边，伯父又让国宝麟马上
到清河区找王卓如，告诉他邢仁甫
已叛变投敌了。然后，伯父一路跋
涉回到盐山境内，找到三分区驻
地。当时脚肿得像萝卜，袜子也脱
不下来了，腿僵硬得不能打弯。分
区领导立即派交通队护送伯父到清
河区，见到了王卓如等同志。伯父
向组织上详细汇报了“望子岛”的
情况。不几天，被邢仁甫扣压的边
区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我部队带回
了根据地。

回忆伯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
在眼前。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历任
山东省德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地委统战部长、山东省卫生厅
中医处长。伯父于 1969年病故。上
世纪 60年代，他将自己节省的 5000
元钱全部捐了出去，其中支援灾区
3000 元，支援家乡农田水利建设
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