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东光县东光镇油坊口村，
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栋老式平房，
平房前的小院用青砖砌成了外挡，
院里立着一个麦垛模型，平房门
口，写着“乡愁”两字。平房里，
有村庄历史和当地名人的介绍，也
有很多老年间的物件，如盛放粮食
的竹篓，带有风箱的大锅、木椅、
煤油灯等。

“我们建设这个村史馆的目的，
一方面是对外地游客宣传村历史文
化，一方面时刻提醒大家，不要忘
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劳动
得来的。”油坊口村党支部书记霍树
根介绍，这是今年年初村里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以来，专门建设打造的
村史馆，馆里陈列的一些老式劳动
工具，都是村民捐赠的。

油坊口村位于东光县城西侧，
离大运河最近只有 50多米，是清末

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祖籍所在地。
别看村里只有 67户村民，却是个有
着 600多年历史的村庄。据传，清
朝一位皇太后由水路回京路过此
地，见当地水势回环曲折，岸上林
木丰茂，犹如桃花源胜地，就问其
地名。当地官员为表对皇太后的尊
崇，取名为“迎凤口”，后来，百姓
口口相传，传为“油坊口”。

今年以来，东光镇依托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将油坊口村定为省级
美丽乡村精品村进行打造。“我们深
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油坊
口村紧挨大运河，又有人文历史资
源，非常有发展潜力，可以与乡村
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东光镇党委书
记任润涛介绍。

经过几个月精心打造，这个大
运 河 边 的 小 村 庄 初 现 新 “ 容
颜”——主街道和巷道进行了硬

化，路口设置了精美标示牌，路边
竖起了太阳能路灯，绘制了文化
墙。在村庄内，记者看到一片荷
塘，荷花绽放，几名村民正在荷塘
边拍照取景。“这里原来就是一片烂
坑塘，一到夏天就发臭。”霍树根
说，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以来，村里
将坑塘清淤，种上了 1300 余株荷
花，成为村民又一处“休闲打卡
地”。

“现在的村容村貌真是发生了大
变化，群众真切享受到了发展带来
的‘红利’。”今年60岁的老村民霍
瑞堂说。

除了人居环境，油坊口村还将
“乡愁”赋予美丽乡村建设中。

村子中间有一口古井，用青砖
垒成，轱辘上吊着一只木桶，非
常有年代气息。霍树根说，这口
井有 600多年历史，井水仍然清凉

清澈，见证了油坊口村的发展历
史。“到了上世纪 80年代，因为气
候干旱和大运河枯水断流等原
因，地下水位下降，这口井曾一
度干涸。”霍树根说，今年美丽乡
村建设过程中，恰逢大运河再次
全线通水，有效补给了浅层地下
水，久已干涸的古井，终于又见
清水。村里及时修缮了古井，并
在旁边设立了“太后茶棚”“打水
人雕像”，让游客真切感受这口古
井的文化历史。

作为霍元甲的祖籍所在地，油
坊口村充分挖掘武术文化历史资
源。紧挨着村边运河堤顶路，近年
来建成了一座“大运河武术文化公
园”，绿植满园，广场中心立有霍
元甲的雕像，园内有武术爱好者在
习武，有村民在园中散步，有游客
在雕像前合影留念。依托大运河，

村里今年还建设了一批“非遗小
屋”，完全建成后，将吸引一些武
术、泥塑、古典家具、饮食等方面
的非遗传承人入驻。村里还将规划
一批民宿，让游客可以体会到运河
岸边的风土人情，促进当地文旅事
业发展。

“历史文化是大运河的灵魂，也
是我们油坊口村的宝贵财富，我们
将继续不断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资
源，用在我们村美丽乡村建设中，
让村庄变得更加有魅力，让群众生
活更加幸福。”霍树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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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达人武术达人””王金秋王金秋：：

““收徒收徒””百余人百余人

传承武术魂传承武术魂
邢 程 高 箐

顾客讲诚信顾客讲诚信

主动补差额主动补差额
孙 杰

行礼、马步、冲拳……每天
傍晚，黄骅市黄骅镇后场村的广
场上，“武术达人”王金秋就带
领着武术爱好者练习拳法、摆弄
器械，从单打到对练，一招一式
有板有眼。

王金秋年近六旬，他坚持义
务教授武术 30 余年了。看着徒
弟们练得生龙活虎，他无比欣
慰。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大人
们练拳、舞剑、耍棍，久而久之
就迷上了武术。”13 岁那年，王
金秋正式拜师学习武术。“我学
的是少林门派武术，涵盖了拳
术、棍术、剑术、刀术等多种武
术 套 路 ， 练 习 起 来 特 别 有 意
思”。别人眼中学起来又苦又累
的武术，他却乐在其中。

其实，在练武过程中，王金
秋吃了不少苦头。有时因为器械
力道没有把握到位，一甩就甩到
了头上、身上，受伤时有发生。

“只要能学会武术，这都不算什
么。”就这样，凭着一股韧劲，
王金秋逐渐熟练掌握了各类武术
拳法和器械。

王金秋经常在村广场练习武
术，吸引了很多村民驻足观看。
不少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询问
他能否教自己的孩子学习武术，
没想到王金秋很爽快地就答应
了。

“身体要保持中正平衡，脚
要再抬高一些。”在广场上，王
金秋一边做分解动作，一边帮助
动作不规范的徒弟摆正姿势的身
影，已经成为村里一道风景线。

30 多年来，只要天气允许，
每天傍晚，王金秋都会准时进行
武术教学。而他，却从没有收过
徒弟们一分钱。

虽然是义务教学，但王金秋
一点也不含糊，手把手教授，每
个动作都仔细讲解，不厌其烦地
纠正动作。

如今，王金秋已经收徒上百
人，有五六岁的孩童，也有年过
半百的中老年人。不仅是村里的
人学，还有黄骅市区、中捷、南
大港等周边区域的，甚至山东、
河南等地的人也慕名而来。“以
前交通不方便的时候，远道而来
的徒弟们吃住都在我家。”王金
秋说，那时一到放暑假，他家里
就十分热闹，经常挤满了前来练
武的徒弟。

不过，想学习武术不是件容
易事，王金秋对徒弟自始至终都
严格要求，必须认真、刻苦、好
学，绝不能半途而废。

“练武是一件很苦的事，很
多人练武都是‘三分钟热度’，
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很少。”王
金秋认为，武术流传至今已有几
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
的瑰宝。他希望中华民族的武术
能够发扬光大，源远流长。“只
要我还能练得动，就会一如既往
教 下 去 ， 让 更 多 的 人 爱 上 武
术。”王金秋说。

前两天，我的朋友刘红给
我讲了一件顾客讲诚信的事儿。

刘红和丈夫在市区经营着
一家外贸女装店，门面看着不
显眼，但生意还不错。7 月 15
日下午，店里集中来了四五拨
客人，刘红既要帮顾客挑选搭
配，又要找合适尺码，忙得不
可开交。

一位 30 岁上下的女顾客看
中了一件花朵棉布连衣裙，看衣
架上挂着那件尺码合适，就自己
取下试穿。女顾客试穿后问价
格，刘红扭头看了一眼：“那件
129元，是特价款。”女顾客觉得
挺合适，直接扫码付账穿走了，
整个过程也就五六分钟。

到了傍晚，刘红坐下来休
息时翻看手机，查看收款记录
时竟看到一笔 12 元的转账。她
回想卖出的衣物，再结合转账
时间，基本确定是那位自助购
衣的女士少转了钱。

“顾客是不是转错了，应该
不是故意的吧！哎，那位顾客
是生面孔，第一次到店，应该
不会回来了，都怪自己没核对
好，忙中出乱……”刘红一边
念叨一边自责。临近晚上快关
门 时 ， 一 位 顾 客 匆 忙 推 门 而
入 ， 身 上 还 穿 着 店 里 的 花 裙
子，正是那位少转账的顾客。

“不好意思，姐！我下午付款时
少摁了一个数字，我给你把差
额补上。”

刘红听后既意外又感动，她
从饰品架上拿了一双袜子送给顾
客。刘红说，这样讲诚信的顾客
之前也遇到过，但以老客户居
多。有一次她丈夫给顾客刷卡，
80元的衣物刷成了8元。虽然是
丈夫出的错，但是那位老顾客过
后还是补交了72元。

诚 信 无 小 事 ， 事 事 见 精
神。刘红说，做服装行业十几
年了，即使近两年行业不景气
也没想过放弃，因为身边总有
一 些 支 持 她 并 让 她 感 动 的 顾
客，给了她动力与温暖。

任丘市华北油田有位85岁的老
人叫周金生，在永丰渠公园里常见
他的身影。他爱写地书，以水为

“墨”，以地为“纸”，修身养性。有
许多爱好书法的人想跟他学习，他
义务教授，分文不取。

劲健地书成公园一景

近日的一天清晨，在任丘永丰
渠公园，周金生正拿着一支“大毛
笔”在地砖上“龙飞凤舞”，虽然已
经白发苍苍，但他的架势尽显洒脱。

用水在地上写字的书法形式被
称为地书。作为地书的资深爱好
者，一聊起来，周金生有说不完的
话。

“我写地书用的毛笔是自己做

的。一米左右的木棍当笔身，海绵
作笔头，用清水作笔墨。广场上平
整光滑的方砖如同纸上的格子，写
到地砖上的字不久会随水分蒸发消
失，既方便又环保。”周金生说，尽
管自己有多年毛笔字功底，可写起
地书来也不容易。地书笔比一般的
笔要大、要沉，手腕无处支撑，只
能悬笔书写，胳膊、腿脚和腰等很
多部位需要相互协调。

通过不断练习，周金生找到了
门道。周金生说：“写地书时，要凝
神静气，从起笔到落笔再到行笔、
呼气和闭气都要跟着笔画走，呼吸
节奏稳了，写出来的字才会稳。再
配合肢体移动，每次写完字，就感
觉自己像打了一套太极拳。”

除此之外，周金生还坚持每天

背诵唐诗，增强记忆力。“练习写地
书不仅有利于保健养生，也有利于
养生益智，可谓一举多得。”周金生
笑称，别看自己一把年纪了，耳聪
目明，身体硬朗，跟坚持练习书法
有关系。

有求必应免费教书法

周金生刚开始写地书那阵儿，
很多市民看了觉得新鲜，都跟他讨
教。他很热情，自己做了10多支地
书毛笔送给他们，教大家一块练习
写作。

随着地书越来越普及，不少家
长在周金生练习时找过来，想让自
家孩子跟着他学写字。对此，周金
生有求必应。当被问及学费时，周
金生说：“我写字完全是爱好，你认
可我写得行，我就教，什么费也不
收。”

从握笔用笔方式，到基本要
领，再到每个字的笔画、结构、用
力部位，周金生都讲得格外耐心。
他先亲自示范，再指导孩子实际操
作练习。周金生还在家里准备了小
课桌，对那些学习兴趣足、家长也
支持的学生，就邀请他们到自家学
习毛笔字。他认为，学写毛笔字对
写地书非常关键，他想帮助孩子们
练好基本功。

张靖晨是采一小学的学生，起
初好动坐不住，字写得又斜又潦
草。周金生非常有耐心，总是引
导、鼓励他。跟着周金生学了 3年
多，张靖晨渐渐走进了书法世界，
书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学校，
老师夸张靖晨字写得好，让他到前
面大黑板上给同学们示范。今年，
他还在学校组织的书法比赛中获了
奖。

除了在任丘教写字，周金生每
次去天水儿子家、无锡女儿家小住
时，都会收十几个新学生。这些外
地学生时常联系他，问周爷爷什么
时候再去教他们写字。现在，周金
生的学生已经有百余人了。

让更多人体验书法乐趣

让周金生欣慰的是，通过学
习，孩子们不但书法进步了，学习
热情也随之提高了，在家里也更懂
事了。

周金生认为，对孩子们来说，
书法并不是简单地写字，而是磨炼
他们的心性，锻炼他们的综合能
力。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千百年
来，形成了很多优秀的书法文化，
书法能让孩子们静下心来。用书法
来教孩子们做人的道理，对孩子们
来说非常有益。

“小时候，村里还没有正规的学
校，有些退老还乡的老先生就在庙
里教我们识文断字，也教我们写
字，很受乡亲们尊敬。”周金生说，
打那时起，他知道学书法不仅是学
习中华民族的国粹，更是学一种做
人的准则。

“我每天坚持临帖习字，如果哪
个字写得比较好，便身心愉悦。在
我看来，练字不论成败，每天有进
步、有提高我就觉得心情舒畅。”周
金生说，几十年坚持练书法，自己
的心态越来越平和，他也希望孩子
们能够沉下心来，学习传统文化艺
术。

如果有同事邻居、亲朋好友上
门讨字，周金生有求必应，从不收
费，每幅作品都凝聚着他的一份心
愿。他的热心慷慨，也潜移默化中
感染着他的学生。

周金生说，现在人们习惯用手
机和电脑打字，会写书法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了。“我的心愿就是用自己
的行动让更多人练书法、会书法、
懂书法，体会到书法的乐趣。只要
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好好地传承下
去，我就心满意足了。”周金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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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秋（中）带领徒弟参加武术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