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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军人、老党员、老支书、老模范、革命老妈妈
义务拍照

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通讯员
赵志忠）日前，河北省传统武术联
合会副会长韩胜杰一行四人，赴献
县淮镇关东拳研究中心进行武术交
流并开启了红色寻踪之旅。

在淮镇关东拳研究中心，韩胜
杰和沧州关东拳代表性传承人远玉
华、马本斋纪念馆馆长哈光杰三人
达成共识，以河北省传统武术联合
会为指导、以马本斋纪念馆为红色
基地，让红色关东拳在英雄的故乡

传播开来。
关东拳源于献县淮镇，远玉华

的师父、关东拳第六代传承人李树
和是冀中回民支队的交通员，在抗
日战争艰苦岁月负责为回民支队传
递情报，并将27名训练有素的关东
拳弟子输送至回民支队。

韩胜杰的父亲是河北省原省
长、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曙
光，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献县县
委书记。韩志洪，又名韩建勋，因

革命工作需要化名为张曙光。今
日，韩胜杰来到父辈战斗过的地方
心情非常激动，他们将发扬红色尚
武精神，让关东拳这个红色武术拳
种在英雄的家乡重新开枝散叶，传
承发展下去。

马 本 斋 纪 念 馆 馆 长 哈 光 杰
说，该意向计划，充分利用了马
本斋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这个平台，开展沧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关东拳推广培训，打造新

的关东拳传承基地。重点培训周
边中小学骨干体育教师和武术爱
好者，促进武术进校园，推广以
关东拳、关东刀为主打的特色教
学，为马本斋纪念馆打造一支长
期保有，训练有素，遇有重大节
庆和活动，能够随调随到的关东
拳展示队伍。让孩子们在习练关
东拳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和国防教育，励志习武强身报效
祖国。

49岁的郑延涛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还经常抽时间，干着另外一件
大事：为东光的老军人、老党员、
老支书、老模范、革命老妈妈义务
拍照。

采访当天，她早上 5:30出发，
先去南霞口一位老党员家拍照，之
后马不停蹄赶回县城，为另外一位
老人拍照。赶到于桥乡冯庄驻村工
作队时，时间刚刚好。

郑延涛是东光县市场监管局干
部，去年被派驻冯庄村担任第一书
记。

“为老人们拍照，常常被感动包
围，每次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
多，获得力量，干工作更有劲头儿
了！”她说。为此，她搭钱搭物搭时
间搭精力，却乐此不疲，乐在其中。

从 2019年开始，只要有时间，
她背上相机就出发，聚焦八九十岁
有故事的老人们，一拍就是 3年。
镜头下，一张张历经沧桑的脸，仿
佛诉说着百年岁月中的英雄赞歌。

走进20多名老战士的世界

郑延涛2017年学习摄影，不久
加入女摄协，摄影技术突飞猛进，
很快脱颖而出。

2019年，她在东光摄影界已小
有名气。当时东光有关部门准备出
一本画册，介绍参加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
们，问她能否帮忙。她听了，二话
没说，爽快地答应下来。人家说，
这可是公益活动，没有费用。她
答：“本来也没想钱的事儿！”

从那以后，只要有时间，她就
往老战士们的家里跑。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
功的老战士徐凤田，住在于桥乡孟
家坊村。第一次见到老人，郑延涛
发现，这位威名赫赫的老英雄，低
调寡言，和普通老农没有区别。老
人 18 岁参军，先后参加过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1950年，老人所在
部队接到命令，单衣赴朝，以超强
的意志，在长津湖打败了不可一世
的美国王牌部队，随后又在水门桥
战斗中英勇作战，取得了胜利。

郑延涛有个习惯：拍照前先和
老人们拉家常。老人们耳朵背了，
她就凑到跟前嘘寒问暖。她看到，
老人的双手有冻伤，忙问是怎么回
事。老人的女儿说是战场上冻的。
说着，拽起裤子、脱了鞋子指给她
看：双腿、双脚都是冻伤，腿上还
有弹痕，胳膊还折过……那一刻，
她无比激动，仿佛看到老英雄在冰
天雪地里、战火硝烟中英勇战斗的
场面，拿起相机“咔咔咔”地连
拍，眼里已满含泪水。

印象最深的是采访百岁老战士
张桂明时的情景。张桂明历经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2次。采访时，老人看
她拿出了一面党旗，就问：“党旗可
以留给我吗？”她从车上拿了一面崭
新的党旗送给老人。老人双手接
过，高兴得像个孩子。她用镜头记
录下这难忘的一刻，说：“伯伯，等
我洗张大照片，给您老送来！”

她给20多名老军人拍照，等全
部拍完、洗出照片逐一送去，却得
知，张桂明刚去世不久……郑延涛
那个遗憾呀！如果自己当时拍了马
上洗片马上送，该多好！从那以
后，她果真这么做了。不给老人和
自己留遗憾，是她最朴实的想法。

抢救性拍摄“五老”故事

后来，电影《长津湖》《水门
桥》接连上映，抗美援朝的老英雄
们受到社会关注，郑延涛的这组照

片，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东光是革命老区，早在1933年

就有了党的活动。抗日战争爆发
后，这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抗
日军民浴血奋战，1000多名东光儿
女为国捐躯，著名的“三打灯明
寺”战斗，就发生在这里……能不
能把东光的红色文化用影像的形式
记录下来？在为老军人拍照时，郑
延涛一直在思考。

很快，她把拍摄对象扩展到
“五老”：老党员、老军人、老支
书、老模范以及革命老妈妈。其
中，有些是相关部门慕名找到她，
请她帮忙拍摄，更多的则是她主动
找到相关部门要来的名单。

别人下了班都往家赶，她却快
马加鞭、一刻不停地往外跑。“老人
们大多 80岁以上，有的已经 90多
岁、年龄近百，这是抢救性拍摄，
知道了就得赶紧去拍。”郑延涛说，
为老人们拍照，她总有一种使命感
和紧迫感。

拿到老模范的名单时，她发
现，里面有婆婆杜会茹的名字。婆
婆是东光少有的女支书，曾带领全
村致富，是省劳模，一辈子吃苦耐
劳，乐于付出和奉献。给婆婆拍照
时，她既激动，又有点儿遗憾——
公公曾是全国优秀民兵，还受到过
毛主席的接见，可惜，公公生前她
还没学摄影，如果早几年，给公公
留下影像，那该多好！

她把这份遗憾化作更大的动力
——抢救性拍摄“五老”故事，争
取不给其他老人留遗憾。

红色题材摄影将进行下去

郑延涛的父亲郑元海是军人。
她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童年记忆
深处，总是晃动着父亲带兵跑操、
训练的身影。她从小就羡慕当兵
的，看见军人，天生就有亲切感。
一次次走进老英雄们的生活，听他
们讲战斗时的情景，对党、对国家
的感情，她总是被感动包围着，渐
渐生出了红色情怀。她的脚步越走
越远，从县城到乡村，从东光到沧
州。与此同时，收获的感动也越来
越多。

刘淑清，1928年生人，小时候
给八路军做军鞋、送情报，1947年
担任村妇救会干部，1949年入党，
现定居沧州。看到郑延涛展开那面
党旗，拿出相机对准她时，94岁的
老人激动地哭了，边哭边说：“没有
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呀！”

还有一位老党员，讲起自己当
初入党时的故事：他问介绍人，入
党有啥好处？介绍人说，入党就是
打鬼子。他说，我入！只要打鬼子
我就入！

更多的老人，讲自己少，讲首
长、战友、领导、同事多。郑延涛
说：“老人们都岁数大了，很多事在
自言自语，我听了也不太明白，但
是能感受到，有些人，有些事，有
些场面，他们是刻在骨子里，到死
都忘不了。”

3 年来，她不止一次地走进
“五老”家，和很多老人产生了浓厚
的感情。一位90多岁的老妈妈，曾
在战争年代救过一位八路军营长。
她每次去拍照，临走时，老妈妈总
要把儿子钓的鱼送给她，并说：“都
收拾好了，回家直接做就行。”一位
老爷爷，隔段时间看不见她，就给
她打电话：“小郑，你啥时候来呀？”

从“五老”们身上，郑延涛学
到了很多：做人的简单纯粹，感情
的真挚热烈，信仰的历久弥坚，以
及岁月带不走的情怀和思念。

“我会一直关注红色题材摄影，
把这项事业进行下去。”郑延涛说。

郑延涛

用影像讲述红色故事用影像讲述红色故事
杨金丽

1970 年 12 月
26 日，我国研制
的第一代首艘核潜
艇建成下水。1974
年 8月 1日，这艘
核潜艇被命名为

“长征一号”，正式
列入海军战斗序
列。从此，中国成
为世界上第五个拥
有核潜艇的国家。

就在“长征一
号”列编海军的这
一年，南皮县南皮
镇黄家洼村高中毕
业的黄治义，和其
他热血青年一样，
响应祖国征召，伴
随“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响亮口
号，走进军营。经
过军校培训，他成
为我国首艘核潜艇
核反应堆一名专业
艇 员 ， 守 护 了 4
年。日前，本报记
者与 67 岁的黄治
义取得了联系，那
段惊心动魄、生死
不弃的往事，被慢
慢揭开。

在英雄故乡传承在英雄故乡传承““红色红色””关关东拳东拳

黄治义黄治义

克服恐惧 与“核”相伴

今年67岁的黄治义至今说起来那
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仍刻骨铭心。核
潜艇的核反应堆是使用核燃料，通过
控制核裂变产生巨大能量，经过能量
转换，为核潜艇航行提供强大推动
力，同时产生α、β、γ、中子射线。
这些射线和粒子，就像隐形杀手，随
时都可能危害人体健康。我国首艘核
潜艇，由于受当时工业基础和技术水
平限制，虽然釆取严格的层层屏蔽防
护措施，但仍存在设计建造上的薄弱
环节和使用中的经验不足，对艇员的
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影响。特别
是对管理和控制核反应堆的官兵，受
核污染和核辐射的伤害更大。当黄治
义第一次走进核反应堆舱，看到两道
屏蔽门上的“危险”标志，立马条件
反射，感到一阵恐惧。

“老兵带着新兵干，一级做给一级

看”，我军“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使
黄治义提高了专业技能，日益成熟，渐
渐消除了恐惧心理。一次，他们进厂对
核潜艇反应堆大修，为了尽快完成任
务，必须先清除反应堆舱底的核废水、
油污。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
工程专业毕业的分队长李善昌带领下，
黄治义和其他同志一起，硬是用空罐头
盒一点一点儿刮，用棉纱一点一点儿
醮，把核废水和油污清除干净。他们穿
着简陋的防护服，都知道正在承受超剂
量的核污染和核辐射，但谁也没有多
想，也没时间去想，一门心思完成任
务，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核反应堆分队的全体同志，人人
不顾安危，个个忠于职守。和黄治义
同年入伍的一位战友，在一次反应堆
修理任务中，不慎被核污染的铁屑刺
伤右眼。虽经多方治疗，仍造成右眼

失明，左眼仅剩 0.03的视力，被评定
为三级残疾。

比黄治义早入伍两年的战友张志
斌，在核反应堆故障抢修时，被具有放
射性的核反应堆高压一回路冷却水直接
喷射到脸上、嘴里，对他的身体造成严
重伤害，五十多岁就不幸离世了。

一次深潜远航，核反应堆高功率
运行，这时的核辐射极强。途中，核
反应堆舱突然发出红色故障警报，情
况十分危急。若不及时排除，将面临
堆毁艇损的严重后果。勇士，就是敢
为人先。这时，机电长孟昭旭毫不犹
豫，毅然冲进核反应堆舱，以血肉之
躯与核辐射博弈，排除了故障，避免
了一次重大事故，保证潜艇圆满完成
了远航任务。因受超剂量核辐射影
响，孟昭旭早年英逝，他的献身精神
成为核潜艇人的楷模。

血洒核反应堆昏迷三天三夜

黄治义忘不了血洒核反应堆的惊
心一刻，一次，在船厂进行反应堆系
统大修，检查测试核污水排放处理分
系统是修理任务的关键环节。为了尽
快掌握设备状况，分队长李善昌决定
带领黄治义进入核反应堆舱进行设备
测试。不顾堆舱内超辐射和污染告
警，他们穿上防护服，毅然打开两道
堆舱屏蔽门，弯腰钻了进去。刺耳的
辐射警报，让人惊悚，但他们没有一
丝畏惧。钻进核反应堆舱中层甲板，
分队长手提照明灯进行观察和指挥，
黄治义则沿着设备和管道夹缝爬到 3
米多深的舱底，测试核污水电磁排放
阀的工作状态。就在他们全神贯注测
试时，突然艇上照明系统断电，瞬间
舱内一片漆黑，静得让人胆寒。分队

长在上面喊道：“别动，我去开应急
灯！”由于舱底设备管道纵横，黄治
义只能歪斜绻缩着等待。

突兀，分队长惊恐喊：“不好！”紧
接着传来“叮当”的撞击声，一块铁疙
瘩滚落下来，正好斜砸在黄治义的头
顶。他“哎哟”一声，便没了动静。

出大事了！分队长急忙呼叫来四
五个战友，他们连防护服都来不及
穿，冲进堆舱，将满身是血、不省人
事的黄治义拖拽上来，背出反应堆
舱，送医院抢救。分队长心如刀绞，
守在病床边，深情呼唤：黄治义，黄
治义……

分队长守候了三天三夜，越来越
焦急，越来越担忧。

终于，黄治义一直闭着的眼睛慢

慢睁开了。分队长欣喜若狂：“治
义，治义”，热泪夺眶而出……

后来分队长告诉黄治义，那天在
摸黑寻找应急电源时，不慎将反应堆
舱中层正在修理中一个直径十多厘米
的反应堆主泵螺母碰下去了。经过两
个月的治疗和休养，黄治义又义无反
顾地返回他热爱的核潜艇，坚守在核
反应堆的战斗岗位上。

这次事后，黄治义更加敬重分队
长李善昌。他既是直接领导，又是师
傅、兄长，险事难事和大伙一起干。
一次，在反应堆舱底除锈涂漆，因舱
底不通风，分队长因油漆毒性大昏
倒，被大家抬出舱室。退休后老兵们
相聚，回想当年同舟共济，战友深
情，相拥而泣。

惊天动地事 隐姓埋名人

首艘核潜艇官兵心里装着党和人
民的嘱托，与核潜艇为伴，默默地潜
航，默默地付出，老兵们退役后也习
惯了默默无闻地生活。他们是隐姓埋
名人，却干过惊天动地事。

曾不顾强烈核辐射冲进堆舱排除
险情的英雄轮机长孟昭旭；首艘核潜
艇首任艇长杨玺，参加指挥过第一代
核潜艇几乎每一次战备值勤、重大训
练、科研试验任务，是首艘核潜艇的
杰出代表人物。如今，他们的雕像屹
立在核潜艇部队的军营里。两尊不朽
丰碑，激励一代又一代核潜艇官兵前

仆后继，永往直前！
1978 年经组织推荐，黄治义考

上了海军工程大学。毕业后成为一
名驻厂军事代表。他发扬核潜艇部
队不怕牺牲、奋力拼搏的革命精
神，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多次立功
受奖。作为总代表，他领导的代表
室连续 11年被评为先进单位，他个
人晋升为专业技术五级。由于在核
潜艇受到超剂量核辐射影响，黄治
义患有多种疾病，享受六级伤残待
遇。

近年来，中央媒体陆续宣传报道

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和
隐姓埋名30年全身心研制核潜艇的黄
旭华院士的事迹，这才揭开了中国核
潜艇的神秘面纱，封存几十年的核潜
艇官兵特殊贡献，渐渐被世人所知。

2018年 3月，国家出台政策，将
对所有“参核”人员进行身份认定，
提高他们的政治荣誉，并对部分贫困
人员给予生活补贴，极大地鼓舞了全
军指战员和全国退役军人。

如今，黄治义在北京安享晚年，
日常讲起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老人
说的最多的还是“无怨无悔”！

郑延涛郑延涛（（右右））深入深入““五老五老””家中进行拍摄采访家中进行拍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