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 天 前 ，“ 铁 娘
子”杨凤利累倒了。在
她住院的前一刻，仍在
带领团队开展活动。

49 岁的杨凤利是
盐山县义工协会的会
长，从 2016 年踏进公
益事业大门，就一直拼
尽全力为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奔忙。前不久，获
评月度“沧州好人”。

加入志愿团队
如同找到归宿

杨凤利喜欢孩子，
小时候不吃饭也要先帮
邻居看孩子，没想到长
大后，相继在盐山县开
了两家幼儿园。

从事幼教行业十多
年，认识杨凤利的家长
数以千计，对她的热心
肠也早有耳闻。

一次下班途中，她
看到一位老者在垃圾箱
旁捡拾垃圾，二话没说
就把自己刚买的午餐，
送给了老人。夏天的一
个雨夜，她开车路过公
交站牌，看到一位老太
太领着两个孩子，焦急

地在路边等车。她慢慢
地停下车，将老人安全
送回了家。

作为一名幼儿园园
长，杨凤利对园里师生
的家庭状况都有详尽的
了解。对一些军烈属家
庭以及因病致贫家庭
等，她专门制定出常年
收半费的优惠政策，对
很多环卫工人等城市美
容师，她还经常举办送
元宵和粽子的节日活
动。

而做这些，她从未
记在心上，遇到需要帮
助的人与事，她总是习
惯性地去帮一把。2016
年，在一位学生家长介
绍下，她加入了盐山县
义工协会，成为了一名
志愿者。平日里，在群
里，遇到有人误解公益
行为，她会主动去发声
澄清，耐心解释；有公
益活动时，她更是场场
必到。如同找到归宿的
杨凤利，像着了魔似
的，一头扎了进去。

扛起大旗
重伤也未缺席

熟悉杨凤利的人都
知道，这个“铁娘子”
看上去高冷、沉静，办
起事来却是风风火火
的。

2017 年，她所在
团队的一位核心人员
举家搬迁，队伍一时
散了架。眼看着公益
活动停滞不前，于是
她决定联合几位爱心
人士，成立一支公益
团队——盐山县燕赵
志愿者协会，每月至
少安排两次活动，实
实在在去做些实事。
今年 4月，协会更名为
盐山县义工协会。

协会成立后，她始
终秉持着尽己所能、不
计报酬、服务社会的精
神，把捐资助学、扶危
济困、助老助残、社区
服务等，作为协会重点
服务项目。她带领志愿
者，积极参加植树造
林、捡拾垃圾、创城服

务、美化家园等大型活
动。5年来，协会累计
捐款捐物达20万元。

其间，无论天气好
坏或身体欠佳，杨凤利
从未放弃过参与活动的
机会。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她把协会打理
得井井有条，即使生病
住院也未缺席每一次活
动，为盐山的公益事业
作出了较大贡献。

因此，她连续 4年
获得市委宣传部和市文
明办颁发的优秀志愿者
和抗疫优秀青年志愿者
等荣誉称号。

2020年 8月，杨凤
利不慎脚骨折，出院后
靠双拐才能走路，医生
建议多休养。可是协会
的活动不能停，有需要
帮助的家庭要现场审
核，有国庆节活动的会
场秩序要维持。正当大
家紧张忙碌时，“铁娘
子”拄着双拐出现了，
惹得在场的人们直抹眼
泪：“妹儿啊，你不在
家休息，恢复不好怎么
办呢？”她却笑着说：

“没事儿啊，我不来心

里不踏实呢。”由于忙
碌，杨凤利的钢板一直
未摘除。

扶危济困
无名的“爱心人士”

一路走来，杨凤利
吃过很多苦，可在疫情
和灾难面前依旧首当其
冲。疫情时，她穿上红
马甲，做登记，测体
温；河南洪灾时，她开
车带队赶往灾区，连夜
送达物资；漳卫新河大
坝情况紧急时，她又号
召盐山幼教联盟捐献了
总价值上万元的救助物
资，亲自带队赶往抗洪
现场。

“能帮助到别人，
即 使 再 苦 再 累 也 值
得。”在扶危助学时，
受助者常常会收到一份
无名“爱心人士”的捐
赠。这个“爱心人士”
不是别人，正是杨凤
利。一般活动中，协会
成员都会根据个人情
况，尽己所能实名制捐
助。可杨凤利在现场，
每每看到有需要帮助的
人，会忍不住偷偷地再
多捐一点儿。

盐山县义工协会从
当初十几人发展到现在
的 140多人，人员多是
上班族，杨凤利担心自
己多出钱让其他人有负
担，就以“爱心人士”
的名义捐赠。

这份爱终未被辜
负，最近协会长期资
助的好几位学生，被
全国重点大学相继录
取 。 杨 凤 利 不 断 成
全、帮助别人，却将
委屈留给了自己。她
是“铁娘子”，可她也
是一名园长，是别人
的妻子、母亲以及女
儿。前不久，母亲突
患 脑 血 栓 ， 不 能 行
走 ， 她 日 夜 悉 心 照
料，多重压力下，也
累倒了……

痊愈后，她还是像
往常一样，收拾干净利
索，画上精致的妆容，
继续她的公益之路。

沧州好人沧州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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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县铁城镇张松村，一座普通的农
家院里，各种杂技魔术表演道具一应俱
全，十几名年轻杂技演员正在练习晃管、
蹬方桌、舞流星……这是何书胜的家，也
是由他创建的“杂技小院”。

70岁的何书胜是这一杂技世家的第六
代传人，6岁就跟随父亲学习走钢丝、骑独
轮车等，到他的孙子孙女已经是第八代传
承人。为了把祖辈留下来的民间杂技艺术
发扬光大，他收徒教学达300多人。

小院里的坚守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
技，人人有一手。”这是吴桥当地流传甚广
的一句民谣，也是何书胜儿时的记忆。

何书胜的印象中，身边的老人、孩童
不仅都会杂技，而且很多人带着这项技艺
走出家门，演绎出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父亲说，我们祖辈就是挑着担子走街
串巷地吆喝，担子里装着各种杂耍的工
具，就为了混口饭吃。”祖辈们的坚守，深
深影响着何家一代代杂技艺人。耳濡目染
下，何书胜 6岁便跟着父亲学习走钢丝、
杂耍、硬气功等。

那时，尚处于懵懂年纪的何书胜自然
不知道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他唯一察觉到
的是无法再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闹。整
日陪伴他的，也从朋友变成各种杂技道具。

习练虽苦，但他也在观者的掌声中体
会到了杂技的魅力。

20多岁时，何书胜开始组班带徒弟，
和家人一起租马戏棚表演杂技。1983年，
他创办了长发杂技团，在全国各地演出。

不出去演出的时候，何书胜就带着自
己的徒弟们在自家小院里练习。十里八乡
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个杂技小院，锣鼓声响
起，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魔
术、驯兽、狮子舞等轮番上阵，看得人眼
花缭乱。

为了演出和训练，何书胜家从最初的3

间房屋扩大到如今的8间房、300多平方米
的院落。这方院落也是何家几代杂技艺人
居住、练习的地方，承载着他们的梦想，
也见证了他们奋斗的足迹。

传承八代人

传承杂技艺术，何书胜乐在其中，更
深感责任重大。女儿、儿子从小就跟随他
练习，到了孙子、孙女这一辈已经是第八
代传承人了。他的“大变活人”项目被列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女儿何金花也是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项目
是走钢丝。

在儿子何金贵眼中，父亲不是一位普
通的杂技艺人——在技艺上追求完美，对
学生训练要求严格，杂技团的事，大到演
出安排，小到每个成员思想活动，何书胜
都了如指掌。

在何家的杂技小院，何书胜常挂在嘴
边的“三美四德”生动地诠释了何家的家
风。

“‘三美’就是演出动作美、衣冠得
体美、说话礼貌美。而‘四德’就是遵纪
守法有道德、关爱他人讲公德、孝顺父母
的家庭美德以及诚实守信的个人品德。”何
金贵说，不仅如此，在他们家还有一条不
成文的规定，就是 3天开一次家庭会议，
商讨最近的演出安排以及杂技团的长远发
展等大小事项。

令何金贵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 90年代
中后期，民间杂技团日渐式微，招徒弟
难，演出也少，而民间团体大多是家族式
的技艺传授，教学、管理、节目创新都难
有突破。很多民间杂技艺人陆续走出农
村，成立团体，外出演出，还有的人直接
放弃了，但父亲却一直坚守在“杂技小
院”中。

何书胜常常感慨：“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不能丢！”秉承着一份传承的责任，他看电
视、读报纸、去外地参观学习、研究演出

录像……每到一处就请教当地杂技艺人，
想方设法用新元素包装传统技艺，变传统
节目为视听盛宴。

他的言行，让儿女们深感佩服。女儿
何金花自幼跟随他练艺，后来被选调吴桥
杂技大世界工作。她表演的《巧走钢丝》
节目深受游客欢迎，被誉为“江湖八大
怪”之一。何金花创作表演的 《脚蹬大
缸》节目，曾在第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
技艺术节”上荣获一等奖。

为30多个孩子当“爹”

何书胜一边从事杂技演出，一边培养
民间杂技演员，而这些演员中很多都是他
收养的孩子。

那是 2000年，由于父母离异，一个 5
岁的孩子被送到了何书胜的杂技团。刚开
始，父母还偶尔来看望并送点生活费，后
来就不来了。何书胜心疼孩子，就自掏腰
包抚养起了孩子。

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有人劝他
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但都被他拒绝了。
何书胜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曾受
到过好心人的帮助，现在有能力了，就尽
自己的一份力。虽然不能让这些孩子锦衣
玉食，但能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何书胜一边抚养这些孩子们，教他们
读书，一边倾囊相授地传授技艺。这个杂
技小院也变得越来越热闹，杂技团最多时
有 100来人。孩子们到了适婚年龄，他还
得操心孩子们的婚事，何书胜已经成功为3
个徒弟举办了婚礼，还分房子给徒弟们做
婚房，俨然是一位“好父亲”。

20 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已长大成
人。有的学习杂技小有成就，长期在国外
演出，有的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队，还有
的已经入选国家级表演团队……想到这
些，何书胜内心倍感欣慰。

如今，何书胜的杂技团已经有 100多
人，常年承接各种演出，附近村子的杂技
事业也在他的带动下红火起来。

从南大港产业园区中心广场向
东，沿盛源街走500多米，在路南
邻近一个大坑塘的东边，就是战斗
英雄吴保发的家。

如今，老人的子女都已经参加
工作，离开了曾经居住过的土屋。
依然住在这附近的，是吴保发的长
子和族侄等。说起吴保发，族侄依
然记忆犹新：“伯父是我们家族的骄
傲。”

吴保发 1944年参加中共地下
工作，1946年加入党组织，1947
年入伍。他先后参加了青沧战役、
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两度负
伤，8次荣立军功，其中一等功 3
次、二等功 1次、三等功 4次，是
一位英勇善战的战斗英雄。

地下斗争加入组织
芦苇荡中营救干部

南大港产业园区北部，是芦花
飘荡的南大港湿地，这里也是吴保
发最早参加革命的地方。

1925年 12月，吴保发出生在
王徐庄一个农家，家境贫寒，曾靠
乞讨为生，受尽苦难。17 岁时，
他光着脚去冀鲁边区根据地当民
兵。19岁时被中共黄骅地下党组
织发展为党员，以扛活为掩护，秘
密为党工作。

1945年 11月，吴保发的入党
介绍人史云鹏在王徐庄被敌人杀
害，他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1946年3月，在当地驻村革命干部
王慎之介绍下，再次加入党组织。

1946年4月13日，国民党还乡
团突然进村。吴保发得到消息时，
两名驻村解放军干部与敌人只有两
三百米的距离。这个小村子四周全
是芦苇荡，只有南北两条旱路。眼
看无路可走，吴保发找到一艘小
船，带着两名干部沿水路冲出了村
子。敌人见有人撑船离开，在岸上
向他们开枪。子弹“嗖嗖”地从身
边飞过，吴保发奋力撑船，直到两
名干部上岸，没想到有人煽动不明
真相的村民手持棍棒，叫喊着要去
杀害二人。吴保发挺身而出，阻挡
了几人。两名干部终于脱险，回到
了根据地。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也

被记载进了中共黄骅党史。

带领青年参军入伍
浴血奋战舍生忘死

1947年1月王徐庄解放后，吴
保发被任命为民兵队长，他动员本
村的 29 名村民和自己一起入伍，
参加了青沧战役。随后，从淮海战
役到渡江战役，他一路战斗到浙江
舟山群岛。

吴保发入伍后，先后被任命为
机枪班副班长、副排长、连队党支
部副书记。在王徐庄解围战中，他
英勇战斗，追击敌人，解救了县大
队区队，荣立一等功。

1948年1月，部队攻克津南重
镇小站，进入北闸口村。国民党
142 师 3 个团数千人扑向北闸口
村，吴保发所属队伍与敌人遭遇，
双方激战至深夜。战斗中，一块手
榴弹弹片打进了他的左腮，但仍带
伤坚持战斗。战斗结束后，他才发
现身边七八个战友已全部牺牲，两
名重伤员躺在地上。吴保发背起长
枪，找来两块门板和4个民工，抬
着两名重伤员在黑夜里穿越敌占
区，追赶我主力部队。经过五六个
小时急行军，找到大部队时，天已
经亮了。部队随即与追击在他身后
的敌人开始交火，他带伤坚持战
斗，再次荣立一等功。

1948年7月，部队进行济南战
役战前准备。团部成立了爆炸队，
吴保发主动报名参加，担负最危险
的爆破任务。

在攻城战斗中，吴保发率领爆
破队一次次冲在前面，成功执行爆破
任务，为大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通道。

吴保发所在的三野 22军 64师
190团，由著名的微山湖铁道游击
队改编而来。1949年4月，他和大
部队一起，千船齐发，冒着敌人的
炮火英勇渡江，一举突破了国民党
军长江防线。吴保发所在的190团
一直追击敌人到浙东沿海，先后解
放了余姚、宁波，直逼舟山群岛。
因为作战英勇，他第三次荣立一等
功。

1949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前
夕，解放舟山群岛第一战拉开序

幕。190团成立海防大队，吴保发
任第二区队长。在夜战攻克大榭岛
的战斗中，吴保发带领一船战士首
先冲上了大榭岛。他们从海岛右侧
搜索前进，端暗堡、拔钉子、夺山
头，迅速推进，到天亮时，他们抓
获了200多名俘虏。随后，他带领
50多名战士守住山口，阻击了敌
人的一次次反攻。

大榭岛解放后，部队准备攻打
金塘岛，这时吴保发患上了痢疾，
加上原有的风湿性关节炎、哮喘、
胃溃疡等病，他被转到后方医院治
疗。可他求战心切，病还没好就跑
回了部队参战。打下金塘岛后，吴
保发病情加重，被部队首长强制转
回大陆野战医院休养。

荣归故里回归平淡
教子有方晚年幸福

1952年，吴保发带着两处枪
伤和一身的军功转业回乡，担任王
徐庄村党支部书记，随后在当地市
政公司离休。

吴忠起说，在他的记忆中，父
亲是一位豁达乐观的革命老人。转
业回乡后，他独自一人撑起十口之
家，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但这
与枪林弹雨和旧社会的苦难相比，
根本算不了什么。

“父亲大字不识，深受没文化的
苦，因此让7个子女全都至少上到了
高中。后来我和兄弟姐妹们能有今天
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有父亲的远
见。”吴忠起说，没有什么事能压倒
父亲，记得父亲经常骑自行车带着
我，边骑边唱《我是一个兵》。

受父亲影响，吴忠起后来也成
为一名职业军人，在海军航空兵某
部以正团职退休。

“父亲在生活上几乎无所不
能，对儿女也疼爱有加。每次我从
部队回家，都见到他和蔼可亲的笑
容；每次回部队，他都会用三轮车
把我送去车站，直到他去世的那一
年。”回忆起父亲，吴忠起不禁眼
中泛起泪光。

2002 年，这位一生对党忠
诚、从不炫耀赫赫军功的老人吴保
发走完77年人生路，无憾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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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世峰 本报通讯员 孙瑞新 田书睿

本报讯 （红红） 岁月如
歌，可歌可泣。8 月 4 日-6
日，民革沧州市委组织部分党
员赴塞罕坝和张家口开展了

“缅怀革命先烈，坚定理想信
念，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
活动。先后参观了塞罕坝展览
馆、张家口冯玉祥故居、张家
口革命斗争史展览馆等红色教
育基地。

塞罕坝展览馆里，荒原披
绿、二次创业、崭新征程，几
个展厅详细记录了塞罕坝人的
创业史，几代建设者的故事也
在讲解员的讲述中鲜活起来。
望向蓝天白云林海翻滚，想到
这里曾经“飞鸟无栖树，黄沙
遮天日”一片荒凉，再看看几
代务林人曾经住草窝棚、吃黑
莜面战天斗地的艰苦生活，大
家无不被感动着、激励着。

副主委曹艳梅勉励大家
说，塞罕坝人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也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
神。她倡议，大家要把这种精
神发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去干事创业。

在张家口市，民革沧州市
委与民革张家口市委负责人，
就民革示范支部创建和民革党
员之家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座谈，表示今后工作中要取长
补短、加强合作。随后大家来
到张家口冯玉祥故居参观。在
这里，大家了解到爱国将领、
民革元老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

产党的支持帮助和推动下，组
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高举义
旗出山抗日的经过。感受到了
民革前辈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长期与中共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坚守，
这也是民革必须长期坚持、永
不动摇的初心，是最根本的政
治方向。

学习组一行之后又来到张
家口革命斗争史展览馆参观。
被称为“第二延安”的张家
口，曾是中央晋察冀中央局所
在地，曾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大
城市的第一次全面试点，积累
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同时张家
口也诞生过董存瑞这样彪炳史
册的革命先烈。

一路走，一路看。追溯历
史，反思现实。大家纷纷表示
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民革沧
州市委驻会副主委杨国忠希
望，通过这次主题教育，广大
民革党员要自觉树立大力弘扬
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
作、敬业奉献等光荣传统，自
觉传承民革老一辈的坚定信
念、高尚风范、坦荡胸怀、合
作精神和过硬作风，营造学传
统、讲传统、用传统的浓厚氛
围，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根基永
固。并将本次主题教育激发的
正能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自觉
行动和实际成果，为建设经济
强市、美丽沧州贡献全部智慧
与力量。

缅怀革命先烈缅怀革命先烈缅怀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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