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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畔
诞生沧州党组织

1921年，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
条游船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张申府、郝克勤、张隐韬等一批沧
州仁人志士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
员，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较早地在
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萌芽。

1926年，中国革命形势迅猛
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日
益壮大。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飘洒在
运河两岸，沧州早期党组织在这一
时期生根、开花、结果。

据市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介
绍，22岁的青年刘格平，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从天津返回沧州的。此
行，他还带着一个秘密使命：作为
中国共产党天津地委的四名特派员
之一，他肩负着建立津南党组织的
重任。

直到现在，运东地区还流传着
刘格平的传奇。这个生长在地主家
庭的“三少爷”，其革命生涯是从
反叛自己的封建家庭开始的。上世
纪 20年代初，在军阀统治十分残

酷的环境下，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
洗礼的刘格平，就深入贫苦农户，
号召并组织他们进行抗争。他用布
蒙着脸，带领农民同他的父亲进行
斗争，迫使父亲减租减息，还组织
长工开仓分粮济贫，并亲自站岗放
哨……

1926年9月，刘格平踏上了返
沧的行程。他首先来到当时沧县城
运河畔的著名学府——直隶省立第
二中学（简称沧县二中，今沧州市
第一中学），创建了沧县二中党支
部，这也是大运河畔诞生的沧州首
个党支部。

当时津南有两座现代教育的高
级学府：沧县二中、直隶省立第九
师范学校（简称泊镇九师，今沧州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两座学
校都位于运河畔。知识青年易于接
受新思想、新思潮，又经历过五四
运动的洗礼，于是刘格平决定，首
先在这两所学校培育革命的种子。
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让莘莘学子看
到国家救亡图存的希望，为他们点
亮信仰的明灯。

沧州一中文宣处副主任向道
晋介绍，当时是北洋军阀统治时

期，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要
冒着被逮捕甚至杀头的危险。刘
格平利用家庭世交关系，找到沧
县二中学生郝树模、曲作民和王
佩琪等人。通过他们，在进步学
生中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
不少热血青年提高了政治觉悟，
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
建立了沧州第一个党支部——沧
县二中党支部。郝树模任支部书
记，曲作民、王佩琪任支部委员。

奔走月余
建起首批党支部

接着，刘格平又来到运河重镇
泊镇的最高学府——泊镇九师，发
展郝兰汀、傅炳瑞、姜春田、息英
俊、刘宪圣、王建文等进步学生加
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沧州第二个
党支部——泊镇九师党支部，郝兰
汀任支部书记。

市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说，巧
合的是，沧州第一个党支部书记郝
树模与第二个党支部书记郝兰汀都
是南皮郝庄人。刘格平原来曾多次
去郝庄，结识了郝树模、郝兰汀等
人。他们同为心怀报国志的知识青
年，一直在寻觅着救国之路。这一
次刘格平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了信
仰之光，让他们看到了国家和民族
的希望。

当时的沧县、泊镇、南皮，
都位于运河畔。滚滚运河水，见
证着刘格平创建党组织的一路历
程。

之后，刘格平又马不停蹄地
赶到沧县大堤东村 （今属孟村回
族自治县）。这里是他的家乡，早
在 1923年，他就介绍贩卖私盐的
刘子芳、农民王俊峰等 3 人入
团，成立了团支部，后又扩建为
团工委。这次回乡，他将大堤东
团工委 3 名成员由团员转为共产
党员，创建了大堤东村党支部，

这是沧州第三个党支部，也是沧州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6年9月，是沧州党史上一
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经过刘格平一
个月的奔走和努力，沧州第一批党
支部建起来了。沧县二中、泊镇九
师、大堤东村党支部的建立，在沧
州革命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成为沧
州革命斗争的三大中心。

这三个党支部犹如一束光，
给乌云笼罩下的沧州大地，带来
了光明，让学堂中的少年、世代种
地的农民、贩运私盐的汉子，开始
了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从此，他们
不再只顾虑个人的生计，而是以
家国天下为念，以世界苍生为
怀，开始了一场红色信仰的远
征。

运东运西
党组织迅速发展

刘格平到沧州发展党组织时，
上级交给他一份地下党员名单。凭
着这份名单，刘格平先后与献县、
吴桥、故城、河间、盐山等地的地
下党员刘清廉、莫子镇、周浩然等
人取得联系，分别在这些地方建立
了党支部。

莫家场，运河吴桥段一个普通
的村庄。吴桥第一个党支部，就建
在这里。为了纪念这个党支部以及
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如今这里建
立了星火驿站。

在莫家场采访时，村民们说，
他们原来只知道莫子镇是地主家的
儿子，上过大学留过洋，给佃户办
过一些好事，还真不知道他是共产
党员，更不知道早在 1926年村里
就有了党支部。不光他们不知道，
连莫子镇的媳妇、孩子都不知道。
直到上世纪 80年代，刘格平回沧
寻访，大家才知道了这个隐藏了
60余年的秘密。

踏着大运河岸边披离的衰草，
我们回溯到 1926年。那是一个收

获的季节，刘格平以同学的名义，
住进了莫子镇家。两个年轻人指陈
时弊，纵论时局，共同的信仰追求
和忧时救世的紧迫感，让他们相见
恨晚；要建立党支部的消息，更令
莫子镇精神为之一振。从日本留学
归来后，他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早
就盼着大干一场。

莫永博，是莫子镇孙辈的后
人。他说：“二爷爷早年间在天津
上学，五四运动时是学界代表。他
所在的北洋法政学堂，是李大钊
的母校，李大钊经常回校演讲，
二爷爷就是从那时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思想的。二爷爷什么时候入
的党，我们找了很多资料，都没
找到。只知道他在天津从事革命
活动时被逮捕，党组织营救出狱
后，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就
回到了家乡。”

莫子镇儿子莫志伟说：“莫家
场党支部共3人，父亲是书记，还
有一位叫王风生的长工，另外一人
的名字，就不知道了。”

我们试图通过党史、旧报纸、
史料，以及莫家后人的回忆，找
到莫子镇的革命轨迹。然而寻觅
到的，仅仅是历史上残存的一些
片段：领导农民抗租斗争、组建
吴桥农会、成立全国人民抗日国
防后援会……虽然我们无法把这
些片段联缀成篇，但仍可以遥想当
时的党支部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壮
举。

到1927年2月底，以沧州为中
心的津南地区 10多个县，建立党
支部20多个。仅仅5个月，沧州党
组织从无到有，党的影响迅速扩大
到津南大地。

据市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介
绍，沧州靠近北京、天津，受到直
接影响，在整个建党过程中始终走
在了前头。在北方地区，沧州是党
组织活动开展比较早的地区之一。
从此，沧州大地以星星之火，燃起
燎原之势。

73岁的王洪恩，只上过一年小学，却凭着极
强的记忆力和悟性，把“船模”做得炉火纯青。从
2003年至今，他手工制作了近百只船模，成为人
们口中的“船模王”。王洪恩做船模最大的特点是
在延续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将渔家汉子对海洋
渔业文化的熟知和对渔船的深厚感情寄予其中，超
出于一般工艺品的概念。

爱船情怀融于心

王洪恩是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冯家堡
人。他生在渔民家庭，从小在海边成长，对大海和
渔船有着很深的感情，尤其对船，他说：“一辈子
都喜欢不够。”

小时候，他最爱跑到木匠家看造船，还经常学
着木匠的样子做小船，16岁跟着大人出海，成了
船员。他喜欢钻研，加上勤学好问，20岁就当上
船长。那时渔民春、夏、秋三季出海，冬天修船、
造船。26 岁时，他不再出海，在生产队参与造
船。他说：“造船有太多讲究，结构比例分毫不能
差，尤其是各个部位的横竖线条，更需要精准。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活儿糙线不糙’。”

36岁时，王洪恩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带领乡
亲们实施渔业包干责任制改革。之后，他经过商，
当过村主任，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2003年，王洪恩忙里偷闲，手工制作出第一
只船模。大船需要什么材料，就找来什么材料，准
备好切割机、锤子、凿子、刨子等，他就忙活起
来。一个月后，一只长2.1米、宽0.7米的风帆船模
做好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船模上那些小零
件，都是王洪恩一点儿点儿“雕刻”出来的，有的
零配件是他从废酒盒、茶叶筒中淘来的。

2016年，他立志要圆船模梦：做出冯家堡曾
用过的所有船的模型。经过几年钻研和努力，他制
作出舢板、一品挫錾风帆船、帮摇双帆流动船、二
品连环錾风帆船等十余种船模。

之后，王洪恩又开始圆第二个梦：把渤海湾所
有船的模型都做出来。如今，已做出30多种。

把记忆刻进船模

识字不多的王洪恩做船模却很有天赋，做船模
全靠记忆，也非常认真。他用铅笔画出的标线，比
例没有丝毫误差。“‘活糙线不糙’，这是有科学道
理的。一个小部件出现偏差，航行时就会增大危险
系数。”他说。

精致的船模体现着他高超的制作技艺，也
“刻”进了他的记忆。23岁时，正值秋季禁渔期开
渔日，他带领的船只由于网中鱼较多，船桅杆吊装
用力过大，致使桅杆断茬。怎么办？靠岸停船请人
维修至少需要两天，生产队要损失上万斤鱼的收
入。凭借着对船舶知识的熟稔和一股冲劲，王洪恩
带领船员连夜抢工，确保了第二天一早船出海正常
生产。

这些，都融入了他的船模制作中。为了制作船
模，他被锯子伤过手，腰也疼得坐不住，但痴迷和
热爱胜过一切。

王洪恩旅游总爱去有海有船的地方。在山东
蓬莱旅游时，看到几公里外的一只机械船，他喜
欢得不得了，回到家 20多天就把船模做好了。他
不仅凭借超强的记忆和灵巧的双手，打造出一只
只精致的船模，还能如数家珍地向大家讲解每只
船诞生的年代、适宜的地理环境以及船只不断改
造的演进过程，让人如同徜徉在渔业发展的历史画
卷中。

“船模王”的传承梦

王洪恩有自己的船模工作室，里面有几十只大
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风帆船和机械船模型，让人仿
佛来到了码头。

“我更喜欢制作风帆船模型。现在的机械船制
造有标准的数据和比例可供参考，但祖辈并没有
留下关于风帆船的制作技艺和数据。我不想让这
门技艺消失，就想通过风帆船模型的制作，为后
人留下点东西。但我文化水平低，大脑中的东西
不知怎么整理。我特别希望有人传承这项技艺，我
愿意义务教授，真怕它失传呀……”王洪恩说着说
着眼圈红了。

王洪恩非常愿意给人们传授船文化。他曾去学
校给孩子们讲，很受欢迎。

筹划了近半年的 2022年“五一”金沙滩船模
展，因各种原因没能实现。王洪恩有些遗憾，但没
气馁。王洪恩对传承海洋渔业文化有着自己独特而
深刻的理解：“依海而兴、向海图强的今天，需要
让下一代知道我们来时的路，需要守住我们的根和
魂，这是我们走向明天的不竭源泉。”

““船船模王模王””
心怀传承梦心怀传承梦
杨金丽 周如凤 张发利

王洪恩人称“船模王” （资料片）

日前，谈起获评“全国最美家
庭”，苏洪杰、闫广清笑得合不拢
嘴：“我们很荣幸呀，也感谢大家
的推荐认可。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
平凡的家庭，平时孝顺双亲、教育
子女，这也是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应
该做的！”

两对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

“婆婆就是妈。”闫广清自从嫁

进苏家，就一直秉持着这个原则，
对待老人，如亲生闺女般体贴入
微。

一年冬天，雪积得很厚，婆婆
走在路上，不小心摔伤骨折，从此
躺在炕上，生活不能自理。闫广清
知道婆婆是个爱干净的人，就每天
给她擦洗身子，换洗内衣。怕老人
着凉，洗完头总是用吹风机，一点
儿点儿把头发吹干。看着儿媳妇忙
前忙后的样子，公公心疼地说：

“亲闺女也不过如此。”
在闫广清的悉心照顾下，40

多天后，婆婆便可以慢慢下床活动
了。后来有一天，闫广清的女儿放
假回来，奶奶握住孙女的手，从不
轻易掉泪的她，动情地告诉孙女：

“你妈妈受累了！”
闫广清不仅孝敬着公婆，还同

时照顾着自己的父母。他们共同居
住了十多年。

在人们眼里，这真是一个其乐
融融的大家庭。

夫妻俩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小
超市，每天清晨采购来新鲜的
熟食，苏洪杰总是先给两边老
人留出一些。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吃饭时，幽默的苏洪杰常常
说出一段趣事，逗全家开心。
岳 母 身 体 不 好 ， 随 着 年 龄 增
长，视力下降，苏洪杰就细心
地把药分出早上吃的和晚上吃
的，并做上记号。只要苏洪杰
在家，他准会在岳母吃药时把
水端到跟前。

小超市忙起来时，闫广清常常
顾不上吃饭。婆婆就换着花样地做
饭送来。闫广清记得，有年冬天特
别冷，中午婆婆做了南瓜汤，冒着
热气端到她跟前。每次说起此事，
闫广清都感动地说：“婆婆送来的

不是饭，而是世界上最真的深情。”

照顾失明单身老叔叔

闫广清夫妇俩超市旁边有一间
平房，里面住的是闫广清的叔公
公，他从小双目失明，一生未娶，
无儿无女。

“老叔比洪杰大 4岁，从小一
块长大。奶奶在时，奶奶照顾
他。”奶奶走的那一天，苏洪杰趴
在灵前，暗自发誓：“奶奶，你放
心，我准会照顾好老叔的！”夫妻
俩这一照顾就是十多年。

早些年，老叔得了脑栓塞，
苏洪杰带着他到处去检查，回来
后又陪着拿药输液。超市进来新
鲜的水果点心，闫广清也经常给
送过去。老叔喜欢听收音机，闫
广清总是不等电池没电了，就给
他更换。

人吃五谷杂粮，总有不舒服的
时候。一次老叔吃了面条，拉肚
子。正巧苏洪杰在房顶修房，看着
老叔捂着肚子从屋里走出来，赶紧
从房上下来，迎上前去询问，才知
道老叔拉了裤子。苏洪杰把老叔领
进屋去，里里外外给清洗了一遍，
最后换上干净衣服。

苏洪杰所言所行，岳父母看

在眼里，十分感动：“洪杰这孩子
心善，说话办事，让人舒服！”邻
居们也常常夸奖这对夫妻孝老爱
亲。

一双儿女考入大学

苏洪杰、闫广清有一双儿
女。孩子们成绩优异，师从过同
一位老师。一次开家长会，老师
对闫广清说：“今天终于见面了，
一直想请您过来，看看培养出这
么优秀的孩子，到底是怎样的家
长！”

朴实的夫妻俩没有什么育儿
经，只不过一直靠言传身教。孩
子们看到父母孝顺老人，从小也
学会了孝顺。姥爷从炕上下来
时，孩子们争着给拿鞋穿。看到
母亲超市忙不过来时，孩子们写
完作业就过来帮忙，干些力所能
及的事。

慢慢地，孩子们长大了，都考
入了理想的大学，如今已经工作。
上班后，孩子们虽然不在身边，但
不管多忙，都会在节假日给夫妻俩
带来一份惊喜。

儿子上班后的第一个月工资，
分给了家里的4位老人。今年母亲
节，在石家庄教学的儿子，没时
间回来，也精心准备了蛋糕送给
家人。

苏洪苏洪杰家庭杰家庭：：有爱的家有爱的家““最美最美””
本报记者 寇洪莹

幸福一家人 （资料片）

创创立立沧州沧州党组织党组织————

大大运运河边河边 星火燎原星火燎原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在探访运河古巷时，我们发
现，位于神门口胡同内的沈宅，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津南中心
县委所在地。沈宅见证了1931年
至1933年之间的沧州党史。

在此之前，刘格平在沧州各地
建立起党组织。追寻其足迹不难发
现，这位先驱者的脚步，是沿着运
河一路向南，进而西进东挺，然后
遍及沧州的。

莫子镇家乡、运河边村庄莫家场建起星火驿站。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