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肃宁梁村镇
后丰乐堡村村北，一队人马
还在紧锣密鼓地修路。黄国
利在现场盯了一天，双脚有
些麻木，但还是不放心地来
回踱步，不断地测量水泥路
铺设高度，检查水管排放情
况。

“铃铃……”电话响起，
是黄国利父亲打来的。父亲
再三嘱咐，忙完后过去一
趟。晚上9点多，黄国利迈进
了父母的家门。看着一脸倦
容的儿子，父亲心疼地说
道：“干这个工作，忒累得
慌！”

黄国利今年 46岁，2018
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这几年，他日夜操
劳着村中的大小事务，急百
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
带领着村民发家致富，不经
意间，头上增添了一丝丝的
白发。他说：“老百姓信任
我，我要么不干，要干就得
干好！”后丰乐堡村先后荣获
县“美丽乡村示范村”“美丽
庭 院 创 建 示 范 村 ” 称 号 。
2021年，黄国利当选肃宁县
第十八届人大代表，同时被
县委宣传部授予学习强国先
进个人称号。

“老百姓来卖粮食，总
是想多给点儿。”

身材消瘦、皮肤黝黑、
笑容真诚、声音洪亮……黄
国利身上透着一股踏实劲
儿。黄国利当过兵，部队生
活3年虽时间不长，却烙下一
辈子的军人印记。这么多年
来，他始终信奉一个原则：
实实在在做人，扎扎实实做
事。

2013 年，国家提倡土地
流转，黄国利回村创业，成
立国利大田作物种植合作
社，带领乡亲们改良农业种
植。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基
地+农户+企业”的粮食收购
模式，在粮食价格未明确
前，可统一存放在仓库，想
卖的时候按照当天价格结
算，保证粮食卖到农民们满
意的价钱。有时黄国利遇到
有家庭困难的老人上门来卖
粮食，他还想方设法地多给
老人粮食钱。

后丰乐堡村农户们粮食
不愁卖，又有“价”护航，
村民们幸福感满满。 2018
年，村里的老书记即将退
休，村“两委”换届选举，
黄国利呼声很高。于是，他
接过接力棒，挑起后丰乐堡
村的担子，他决心带领村民
们奔跑在康庄大道上。

“处事公正，没有私
心，老百姓就赞成。”

听民意，解民忧。上任
之初，黄国利就广泛征集老
百姓意见，不断解决乡亲们
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夏季用
电量大，电压时常不稳，黄
国利协调电力部门，新增一
台变压器，更换两台变压

器。村北地势低洼，砖路时
常积水，村民出行困难，黄
国利积极跑项目，争取资
金，最终硬化 400 余米水泥
路，实现了村内沟通连环，
畅通出行。

多年来，村里的吃水井
与排水沟紧挨着，水质安全
受到影响。随着雨季来临，
排水沟水位上涨，污水经常
淹没老百姓的良田。黄国利
了解后，带领村“两委”，清
理了排水沟杂草，又接了 100
米排水管道。

“一心为老百姓办事，大
家都能理解。”扩大排水沟，
要征收旁边的土地。黄国利
和村“两委”成员，第一次
到农户家里时，不料被委婉
拒绝：“我要跟媳妇、孩子商
量下！”没过几天，黄国利独
自登门拜访，表示会按市场
价补偿农户，同时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说明征地的
意义，这次对方欣然答应，
当天就签订了协议。经过对
排水沟一系列的改造升级，
后丰乐堡村的村民，终于喝
上了放心水。

“为老百姓搭钱出力，
这不是正常的事吗？”

村里的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一切都慢慢步入正轨，
黄国利却始终没有忘记最初
的梦想。他希望乡亲们发家
致富，日子能越过越好。怎
么样才能提高老百姓的收
入，这也是黄国利上任后一
直思索的事。

黄国利经营合作社，平
日里，还会与养殖业打交
道。通过进一步接触，黄国
利觉得，发展养殖业，是适
合老百姓的致富路子。受传
统种植观念影响，很多村民
有顾虑，担心创业风险。他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讲解致
富经验，邀请村民们参观养
殖厂。对有想法的年轻人，
黄国利经常给予鼓励与支
持。他规划出村里的养殖基
地，搭钱出力，多方协调，
铺上水管，装上电网，让老
百姓发展养殖业有了基础保
障。

村里一农户率先养起了蛋
鸡，他全程跟踪服务，一年下
来，农户不但回本，还盈利颇
丰。村民们看到可观的收益
后，纷纷准备大干一场。随
后，后丰乐堡村，养牛的、养
鸭子的、养驴的屋舍，如雨后
春笋般，拔地而起。

随着养殖基地的不断扩
大，黄国利的梦想在一点点
地实现。后丰乐堡村是红色
乡村，是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下一步，他将建设纪念
馆，打造红色旅游景点，继
续鼓起村民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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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的人世间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感
动的瞬间，或存在心里，或表达出
来。“瞎咧咧”群的建立源于人们内
心对人世间酸甜苦辣的感动。《肃宁
周报》的刘艳菊就是这个群体的组
织者。人们都亲切地喊她“菊姐”。

认识她是在十年前，幽默爱
说，文笔也好，就像个永不落幕的
小太阳，每个人跟她在一起都是快
乐的。多年来，她一直负责周报的
文化版。2018年，“瞎咧咧”群成立
之前，这个版面的来稿都是当地作
协。作协的老先生们从青年写到晚
年，她这边，是一个味儿的“大米
饭”天天吃，却越来越没米下锅，
于是就想着扩大征稿范围。

结果，征集来的稿件太多了，
一下子又用不完。有的稿子，刘艳
菊看着挺接地气，但发到周报上却
不合适。于是，她组建了这个肃宁

“瞎咧咧”群，同时开了公众号。
瞎咧咧是肃宁方言，大意是

说，这里有块自留地，能自由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县里的清洁
工来了，保姆来了，制衣厂女工来
了，县中学电工来了，他们写各种
各样的文章，各有各的特点。有的
人写的文章，谈不上水平多高，也
能看进去。有的人写自己的生活，
写得也怪有意思。有人描述身边的
某某，写得是活灵活现。有人歌颂

日子，你能看到美好；有人描写苦
难，你也能感受到悲伤。

这些不是作者的作者们，他们
的语言都很有思想，刘艳菊总是留
意他们中写得比较长的片段，改改
顺顺，起个标题就刊发出去。这样
的鼓励，可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
的。很多人都说，一辈人没人欣
赏，终于找到了组织；一辈子没人
懂，菊姐懂！

草根里微光闪耀

从 2018年 9月 20日建群以来，
每天从清晨到夜晚，群里都在互
动，他们用朴素的笔触分享着自己
的工作生活感悟。他们大多说的是
乡村老话，有趣且生动，这也吸引
了很多肃宁在外的老乡，愿意在群
里感受乡音乡情，表达对家乡的思
念。

清洁工王俊喜是位 67 岁的老
人，一笑脸上像朵盛开的花。老人
虽然只念到小学三年级，可书写的
文字，却让人惊讶。她写《浇地》，
描绘月夜下，“水自由自在地流进畦
里，偶尔遇到高处挡一下，月亮就
像摔碎了的玻璃杯，一片粼光。”她
写诗，描绘傍晚，“骄阳散发了一天
的热量，疲惫不堪地躲到西山上。
那金色的余晖依然闪烁着光芒，照
耀着阡陌原野和村庄。”细腻得让人
心动，这一方面说明是她真实地感
知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对生活
的理解有着超乎绝大多数人的能
力。王俊喜算高产的作者，公众号
里一搜，她写的作品得有几十篇。
她说她之所以喜欢写字，是生活实
苦，她能掌控的东西太少，但写字
是件她可以操控的事情。

李艳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
经进入婚配年龄。为了给儿子娶媳
妇盖房，李艳娟和爱人是铆足了劲
儿打拼，生活得很是辛苦。她的初
稿都写在小儿子作业本背面，找那

些写了半页纸的地方，挨挨挤挤地
写，纸的正反两面都让笔戳透了。
铅笔写了涂涂画画，再抄到好一点
的本子上两遍三遍地改，改完了再
誊到好一点的本子上，才发给编
辑。她说也没啥工夫写，大多是晚
饭后吃完饭刷完锅，就捏着笔找个
空屋子写。写一千多字也得好几个

“傍黑儿”。她写爱跳舞的表姐，写
自己是个快乐的缝纫工，写婆婆的
小院，文章都很短，立意也不深，
字里行间，却能看出作者是个阳光
的人。

69岁的李文龙，20岁时离开了
家乡肃宁，当兵直至退休，现居北
京。李文龙在部队时就从事文字工
作，对新闻采写尤其感兴趣。2013
年退休后，笔耕不辍，多次给《肃
宁周报》投稿，与刘艳菊也逐渐熟
络起来。老人每年都回几次老家，
给已故的父母上坟，与家乡的亲人
朋友们相聚。自从进了“瞎咧咧”
群之后，老人多年的家乡情结更是
得以释放。“这里面不仅有柴米油盐
酱醋茶，还有鼓励人的阳光和正能
量。”老人有所感触就写下文字，
《肃宁，我爱你》《为肃宁瞎咧咧加
油》等多篇乡愁文章感动了很多在
外的肃宁人。

读书会上的热泪

2020年 8月 1日，“肃宁百姓读
书会”如期举行。这是一场由“瞎
咧咧”群主办的草根读书会。直到
现在说起来，群里的每个人都还激
动不已。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一
个文字作者的身份参加做梦都向往
的读书会。那一天，王俊喜哭了，
她的泪水是高兴的，她没想到老了
老了能有这么多人认可她，那一
刻，她不再觉得卑微。

是啊，他们身处的环境，不允
许他们吟风弄月，但他们对读书的
渴望却是挡不住的。周围没有一个

人懂他们的内心，甚至连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这
就有了答案。刘艳菊说，为了这次
读书会，她几个晚上都没睡好，每
个细节，每个问题，每个人发过来
的每句话她都认真思考，妥善处
理，倒不是因为苦累，是因为他们
的热爱与内心最柔软的情感。

去年的中秋节，“瞎咧咧”群里
的“七嘴八舌”，着实让人感动。他
们回忆、感伤、团圆、幸福，讲的
故事都是家长里短，说的话都是朴
素的肃宁腔，却在这个特殊的月圆
之夜给了彼此更多安慰和欢乐。

肃宁文明创城活动正在如火如
荼进行中，群友们都想为家园多做
一点事儿、多尽一份力。去年 4月
15日，菊姐接到热心市民反映，说
文化广场里的名人雕像脏了，有碍
文明县城的形象。她马上在群里发
了一条消息——集思广益：文化广
场的雕像脏了，怎么擦，谁来擦？
一石激起千层浪，群里就立刻有人
出这样那样的主意，有说要先去现
场看看的，有说准备梯子的，有说
要用清洁剂的，真是热火朝天。第
二天傍晚下班后，刘艳菊就和群友
带着梯子、清洁剂去了现场，她们
有的用清洁剂擦拭雕像，有的在现
场百度除污方法，有的用车灯来照
明，有的去买除锈剂、拿角磨机、
借钳子等等，忙到很晚，清洗了刘
春霖、哈攀龙等名人雕像。

群里不仅有文字，更有朗朗书
声。刘艳菊倡议，群里每天晚上都
会有此起彼落的读书声，成熟的、
稚嫩的、稳重的、诙谐的，大家读
的书内容多样。读完后各抒己见，
没有人去嘲笑谁的普通话不标准，
也没有人刻意地去拿腔捏调着去模
仿名家的风格，读书的目的特别单
纯：给群友们提供有益身心的精神
食粮，这样的读书，朗读者和听者
双双受益，这样的阅读，不仅增长
了知识，也增进了感情。

在肃宁，活跃着这样

一群热爱读书、热爱写作

的人。他们大多是工人和

农民，聚在一起，可以感

慨岁月，体会人情；可以

议论商家货品，抒发感

悟；可以小忧伤，也可以

大情怀，可用文字尽情地

表达最真切的情感。他们

在泥土中成长绽放，用光

照亮彼此、感染彼此，他

们是一个既有诗和远方、

又有人间烟火的大家庭。

这个家庭的名字叫肃宁

“瞎咧咧”群。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讯（齐斐斐）近日，由沧州
市戏剧家协会副会长李占武创作的时
代戏曲剧本《运河白梨花》完成舞台
版剧本创作。这是他自去年应沧州文
旅局邀请创作的重点剧目《城防图》
《运河英豪》后，完成的“大运河文
化”戏曲“地域”题材三部曲的第三
个剧本，此前他曾围绕“大运河文
化”“好人”“红色文化”等内容创作
过不少作品。

2020年至2021上半年，李占武创
作了《运河赏花》《运河女儿》《运河家
园》 3部“大运河文化”戏曲系列剧
本。同时，穿插相继完成了《运河好家
庭》《运河好儿媳》《运河好母亲》3部

“好人”题材和《地道医院》《百人坑》
《运河大侠》3部“红色”剧目。

2021年 8月下旬，李占武根据自

己创作的电影剧本《刘圣基护送城防
图》，为市京剧团改编创作了京剧红
色剧目《城防图》。内容故事讲述了
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设在泊头大运
河西岸的华北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
突然收到周恩来从西柏坡发来的加急
电报，指令迅速获取天津城防工事图
的故事。今年元旦过后，李占武再次
受邀为沧州河北梆子剧团创作了反映
沧州武术与杂技题材的河北梆子《运
河英豪》。此剧以他 2002年受邀为沧
州市委宣传部策划的 40集电视连续

剧《命悬沧海》改编创作而成。讲述
了清末民初沧州一个武术家庭和一个
杂家庭合租商船去高丽国演出的故
事。《运河白梨花》 改编于河北省
2019年度优秀原创舞台戏曲 12强入
围剧目《中国好人》。此剧签约前曾
在 2018年 10月 30日“河北好人”泊
头市发布会上，由沧州小凤霞评剧团
演出了 《公媳易嫁》 一折，广受好
评。后被沧州文旅局确定为 2020 年
度创排剧目。此剧以 2014 年度“中
国好人”泊头市张东庵村民于桂云真

实姓名和事迹创作，为紧贴沧州“大
运河文化”主题，此次改编剧名改为
《运河白梨花》。故事内容讲述了 37
岁的白梨花因丈夫为亲戚耕地，不幸
被砸身亡，她带公爹出嫁的故事。

从 4月下旬起，创排《运河白梨
花》的泊头市乡音戏曲艺术团和泊头梨
城河北梆子剧团共同组建了剧组，由编
剧配合导演组、作曲及各主角演员，共
同讨论修改剧本三稿已毕，进入到作曲
及自排阶段。聘请省河北梆子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王云菊担任艺术指导并扮演主
人公白梨花一角。3个剧目均为发生在
沧州地盘上的大运河岸边，归属沧州

“大运河文化”的地域系列题材实至名
归。此次“三部曲”的创作，可谓给沧
州“大运河文化”戏曲百花园里，增添
3朵绚丽多彩的花朵。

农历六月初六，是民间传统“晒
书日”。

此日，若阳光充足，文士书生便
将家中藏书、书画取出，铺晒于阳光
下，令书页浸透光线，驱赶藏匿其间
的书虫。古人晒书，更因为古人爱
书、尊书。

关于晒书节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经过专家考证，因此最为
可信，说最早农历六月初六叫天贶
（kuàng）节，这个节日起源于宋代。

宋真宗赵恒非常迷信神仙，有一年
农历六月初六，他宣称说上天赐予了他
一部天书，并钦定这一天为天贶节。他
还命工匠在泰山脚下的岱庙修筑了一座
恢宏的殿堂，命名为“天贶殿”。

但这个节日不久就失传了，代之
而起的是“晒伏”的风俗。江南地区
经常阴雨绵绵，空气潮湿得能捏出水
来，农历六月初六这天气温最高，阳

光充足，家家户户都把家里容易受潮
的东西，比如衣服被褥、书籍字画等
拿出来暴晒，这样就不容易发霉了。
这种习俗就叫作“晒伏”。所以有这
样一句谚语说“六月初六，家家晒红
绿”。更为有趣的是，有些地方在六
月初六这天还要给家里养的猫猫狗狗
洗澡，叫作“六月初六，猫儿狗儿同
洗浴”。

第二种说法非常有趣。据说清代
的大学者朱彝尊，在农历六月初六这
天躺在荷花池旁，露着大肚皮舒舒服
服地晒太阳。这一幕正好被出宫微服
私访的康熙皇帝看到了，康熙觉得这

个人很有意思，就问他：“你为什么
露着肚子晒太阳呢？”朱彝尊叹了一
口气，说：“我这一肚皮的书派不上
用场，都快发霉了，所以要晒晒太
阳。”康熙听到这个有趣的回答，意
识到这人是个满腹才学的人，就在心
里暗暗地记住了他。康熙回京后，就
招朱彝尊进宫，经过交谈，发现他果
然满腹经纶，才华过人，于是当场封
他为翰林院检讨，并把纂修《明史》
的重任交给他。这件事传开之后，读
书人仿效朱彝尊在农历六月初六这天
晒书，不过他们晒的可是真正的书，
而不是肚皮。

顾禄《清嘉录》六月有“晒书”
条：“六日，故事：人家曝书籍图画
于庭，云蠹鱼不生。”

潘奕隽《六月六日晒书诗》云：
“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
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
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六
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曝
列圣实录、御制文集诸大函，为每岁
故事。”

陈康祺 《郎潜纪闻初笔》 云：
“秘阁曝书，以每年三月六日，自康
熙壬寅始也。”

中国古代“晒书”的传统，无
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是中国古代典
籍保护的重要方式。虽然这一方法
今天已不再适用，但古人真诚的爱
书、惜书之情，代代相传、永不过
时。

古代晒书节古代晒书节
脉 望

苦战八个月苦战八个月 完成三部曲完成三部曲
““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戏曲再添新作戏曲再添新作

黄国利黄国利（（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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