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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一 阵 “ 叮 铃
铃 ……”的铃声，广西壮族
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洋溪
乡安马村安马小学正在进行
期中考试。学生们坐在书桌
前认真答题，巡场监考的老
师周平原心中也有几分忐忑
——这不仅是孩子们的考
试，这是对他这个支教老师
的考试。

周平原是黄骅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的民警。今年 3
月，因为出色的外语能力，
被组织选中，从渤海之滨黄
骅，去往湘黔桂交界处的三
江大山，成为安马小学的一
名驻村支教老师。负责四年
级的英语教学工作，还兼任
1-4年级安全、法制、体育
等课程。

孩子们薄弱的英语基础
曾经让他头疼。每天早上，
他带着学生们提前半小时到
校晨读，下午放学后，又主
动给孩子们吃“偏饭”，教他
们读、写……

“开始我特别着急，恨不
得把知识都灌输给他们。后
来静下心来想想，首先要改
变他们的认知、开拓他们的
视野，让他们学习有动力，
人生有梦想、有方向。”周平
原说， 9 个月来与学生相
处，他发现这里的孩子特别
淳朴、勤劳，还非常有歌舞
天赋。有一次他带着孩子们
打扫卫生，中间放起了音
乐，孩子们竟拿着笤帚等当
作乐器，载歌载舞地跳了起
来……

周平原的妻子是一名小
学老师，支教中遇到问题
后，他经常向妻子取经。不
仅如此，他还带着安马小学
的学生们，和妻子所教班级

连线上课，互相学习。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希
望他们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和鼓
舞。”周平原说，孩子们对这
次考试很重视，考试前，他
告诉孩子们，要保持一颗平
常心，这样未来遇到其他问
题，就能从容面对了。

几天后，考试成绩出来
了。周平原所带班级共34名
学生，5名学生获得了一等
奖， 4 名学生获得了二等
奖，其余学生的成绩也都有
了明显进步。“上学期孩子们
的数学平均分只有30分，这
学期达到了60分；英语平均
分也从 50分提高到了 70分。
看到孩子们有进步，我特别
高兴。”周平原说。

当晚，周平原翻阅了所
有试卷，认真分析错题，汇
总出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并
因材施教，帮他们建立继续
努力学习的信心。

学习成绩的进步，是周
平原和孩子们共同努力的结
果。课堂上，周平原重视学
习兴趣的激发和学习习惯的
养成。他还常常放弃午休，
带着基础不好的孩子们一起
背古诗。

支教之前，周平原长期
投身志愿服务活动，资助困
难学生，慰问孤寡老人，曾
被授予“沧州市学雷锋先进个
人”“渤海新区志愿服务先进
个人”等称号。这次支教之
行，让他更深一层地理解了奉
献的意义。他说：“看到孩子
们那渴求知识的目光、纯真无
邪的笑脸，还有一声声亲切
悦耳的‘老师’，就觉得为他
们做再多都是值得的。”

从从渤海之滨到三江大山渤海之滨到三江大山，，支教民警周平支教民警周平

原和他的孩子们迎来原和他的孩子们迎来————

一场一场““爱爱””的考试的考试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通讯员 张晋熙

大运河上曾有支大运河上曾有支““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
本报记者 杨金丽

1944年至1948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青县人和镇村运河边

曾出现过一支以女子为主的红色运输队。她们乔装打扮，往来于被誉为“刀尖上舔

血的贸易线”，为八路军、解放军运送重要物资。

河中驾船捕鱼的渔民、
岸边凉亭里读书的少年、归
耕田园的农人……这一幅幅
景象，完全浓缩在巴掌大的
荷包上。

日前，沧州老年大学手
工编织老师陈建英向记者展
示了这个荷包，据介绍，这
个荷包至少有 100年的历史
了。

“这是我姥姥绣的。姥姥
如果健在，今年 134 岁了。
姥姥是地地道道的运河岸边
的女子，一辈子勤俭持家、
热爱生活、心灵手巧。这个
荷包由姥姥传给了妈妈，
妈妈又传给了我，是我们
家的传家宝。这个绣品记
录了沧州人的生活，描绘
了运河两岸的风景。”陈建
英说。

虽然已历经百年，但荷
包保存完好，材质为丝绸，
刺绣也很精美，绣法和内容
颇有文人气。荷包共两层，
可盛放东西；整体分为上中
下三部分，设色大胆，底色
分别是藕粉、宝蓝、鹅黄，
所绣内容也各不相同。

陈建英为我们绘声绘
色地进行了解读：“这个荷
包描绘的是运河岸边劳动
人民的生活场景。最上边
这幅图，绣的是运河里驾

船打鱼捕鱼的渔民，岸边
还有垂柳依依。中间这幅
图，绣的是运河岸边，有
人在农田里劳作，旁边亭
子里还有一位正在读书的
少 年 。 下 面 这 幅 图 也 很
美，描绘的是运河岸边的
田园风光。桃花盛开，芳
草如茵，砍柴归来的农民
正 一 步 步 走 向 自 己 的 家
园。”

这个百年绣品在“陈立
新 5992”视频号上发布后，
引来了网友们的围观。人们
在惊叹绣品精美、兼具实用
性和观赏性的同时，有的还
提议应该进博物馆收藏。也
有人表示，绣品表现的是渔
樵耕读的淡泊人生。

刘子江介绍，后来，随着解放区
与敌占区之间的贸易战越来越激烈，
运输队的成员也越来越多，已不限于
小姑娘，不少小伙子也加入了其中。
经过寻访，现在可知的有欧克荣、陈
其发、闫凤祥、岳开清、申清智等。
每当有大批货物运到人和镇村买卖
街，共产党地下组织就联系运输队为
解放区运送货物。后来，冀中党委派
一名武工队长来人和镇领导这支运
输队。运输队往来于解放区和敌占
区之间，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
贡献。

在这个特殊战场上，有的青年
男女结成革命伴侣，从此携手一
生。青县升官屯的王树金，也是运输
队的成员之一。解放战争中，她与一

位解放军连长相识，之后结为伉俪，
后来随军南下，定居在湖南岳阳。

1949年天津解放后，运输队胜
利完成任务，自动解散。运输队的
女同志们，经历了多年革命考验，
大多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此时，她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
龄，婚后到了婆家，大多在村里担
任妇女工作，不久就投入到轰轰烈
烈的新中国建设中，也就很少有人
提及这段经历了。

世事沧桑，一晃 70 多年过去
了。随着一些亲历者的离世，这段往
事也淹没在岁月深处。

幸而，随着刘子江老人的寻访、
探求，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红色故
事，最终浮出了水面。

百百年绣品年绣品
展现运河风情展现运河风情
本报记者 杨金丽

“这就是大运河上
的红色娘子军！”80 岁
的刘子江拿起一摞资料
向记者介绍。

资料全部手写，有
的上面还贴着照片：

刘子芬，人和镇村
人，14岁参加革命，16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多
次为解放军运送物资和
情报。

赵永贞，流河一街
人，15岁参加革命，17
岁传播革命火种，给解
放区运送物资，17岁加
入中国共产党。

张素贞，流河南街
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17岁参加革命，多次运
送物资，积极向群众传
播革命真理。

……
这些资料，都是刘

子江整理的。这个青县
流河镇人和镇村的普通
老农，做了一件让人敬
佩又很有意义的事情。

资料上的照片，大
多为旧照，泛黄的黑白
相片上，是一张张洋溢
着 青 春 气 息 的 清 秀 脸
庞。七八十年前，正是
她们，在天津与青县之
间的运河上，冒着生命
危险，秘密为革命老区
运送重要物资。

青县运河上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事，
未见于史书记载，而是记者在走运河时
意外听到的。

今年 9月的一次运河之行，记者在
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采访时，巧遇80岁
的村民刘子江。老人熟稔当地民俗文
化，在村里的孝老亭下，为我们讲起了
运河故事，不知不觉间，就讲到了大姐
刘子芬在运河上为解放军运送物资的惊
险故事。

记者眼前一亮，赶紧问除了刘子
芬外，是否还有人为解放军运送物
资？老爷子爽朗地说：“有呀！这附近
好几个村的小姑娘都是运输队的成
员！她们从抗日战争起就为八路军运

物资，一直到天津解放，可没少为革
命作贡献！”

原来，刘子江的二爷爷刘云峰抗
战初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
带动下，4个女儿中有 3个都参加了秘
密运输队，大女儿刘桂珍还是队长。
这支运输队从 1944 年就开始为八路
军、后为解放军运送物资，一直干到
1948年底。刘子江的大姐刘子芬长大
后，也加入了进来。刘子江从小听家
人多次谈起此事，印象深刻。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部电影叫《红
色娘子军》。有一回看完电影，村里有
人说，咱村也有‘红色娘子军’。想当
年，咱村的女子运输队，那也是冒着生

命危险为八路军、解放军运东西呀！”
刘子江说，从那以后，人和镇村红色娘
子军的名字响亮一时。但随着时光的流
逝，现在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故事了。

看到记者对此感兴趣，刘子江说，
我再问问亲戚和老人们，说不定还能了
解得更详细。

前几天，老人给记者打来电话，兴
奋地说：“我整理出我村红色娘子军的
档案了！有 10 位骨干成员的详细档
案，还有一份 12名队员的名单，可能
还有，但是已经很难找全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80岁的刘子江
竟然找到了这么多的信息，这让记者很
是意外。

行走运河时听来的一段传奇

1944年，很难确切到具体月份了。
刘云峰的长女刘桂珍，带着两个妹

妹——国荣和国珍，开始走上一段不寻
常的路程。这天一早，带上父亲提前
准备好的小包袱，她们从人和镇村买
卖街的茂生堂药局出发，一路步行向
北，到天津地界，过九宣闸，找一位
秘密接头人。接头人在她们身上藏好
东西后，稍事休息，又踏上归程。一路
上，三姐妹非常忐忑，不断重复父亲教
给的话：“如果路上被人查出东西来，
一定咬死一句话：东西是给警察局张局
长带的……”

所幸，一路无事，她们平安到家。

与她们一起平安到达的，还有药品、电
池等物品。父亲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包
袱里，悄悄出了门。

那一年，刘桂珍 15岁，刘国荣 14
岁，刘国珍 13岁。她们的父亲刘云峰
公开身份是茂生堂药局的二掌柜，实
际上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当时，日军
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为冀中区寻
找、运送物资，是刘云峰的秘密任务
之一。

人和镇村位于青县与天津交界处，
既靠近冀中、冀鲁边两个抗日根据地，
又与日寇占领下的大都市天津接壤，地
理位置特殊。青县与天津之间，被称为

刀尖上舔血的贸易线。尤其是运河上静
海的九宣闸与人和镇村的开关桥，日军
盘查得很严。如果查出违禁品，轻则打
人扣货，重则关进监狱、格杀勿论。

经过各方考虑，最终刘云峰把秘密
运送物资的任务，交到了 3个女儿手
中。

“桂珍大姑曾经说过，那时她们姐
妹几个都是农村的小姑娘，隐蔽性强，
不引人注意。再加上当时在桥上负责看
守的一个汉奸小队长是人和镇村的，他
值班时会对村里人网开一面。即使被查
到，她们事先编好了一套说辞，也总能
蒙混过关。”刘子江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队进驻静
海、青县等交通要塞，并大肆进犯解放
区。当时，解放区掌握着粮食、布匹等
资源，但缺少药品、电力等资源。为解
放区运送物资，变得更为迫切。人和镇
村的女子运输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
展壮大起来的。

今年 10月，刘子江找到了当年娘
子军的成员、90岁的张素贞。说起往
事，老人头脑还很清晰：抗战胜利后的
第二年，14岁的她接到了好姐妹刘桂
珍捎来的信，让她到茂生堂药局结拜干
姐妹。到了那里结拜后，刘桂珍悄悄地
告诉她们，自己在九宣闸与人和镇村间

秘密运送物资，是为共产党办事。运输
队需要更多人，有危险，问她们愿不愿
意干？姐妹们一听说是为共产党办事，
都兴奋地表示愿意干！那时，共产党正
在运东开辟根据地，深受老百姓拥护。

时隔 70多年，张素贞依然记得几
位姐妹的名字：刘桂珍、刘国荣、刘国
珍、韩玉兰、赵永贞。

“我大姐也是这个时候加入运输队
的。”刘子江说。刘子江的大姐刘子芬
在运输队里年龄最小。她曾说，有一回
她和三姑刘国珍一起过九宣闸时，被查
出了违禁物品，当时就被国民党警察扣
了起来。她们按照事先编好的话，说是

给人和镇警察局局长张文奎带的东
西，这样才脱了险。张文奎也是共产党
地下党员。

刘子江还寻访到红色娘子军的后代
常秀峰。据介绍，当年他的奶奶在一次
运输时被查到了违禁品。敌人把她打得
皮开肉绽，还关了起来。后来，她装疯
卖傻，才逃过一劫。

随着寻访的深入，刘子江掌握的女
子运输队成员资料越来越多。除了上文
提到的外，还有张子茹、荣玉珍、高桂
英、邓大春、马有芹、刘子兰、曹兰
英、张俊兰、曹兰香、孙玉兰、邵庆玲
等。她们大多居住在流河一带。

更多姐妹 面对危险勇敢不惧

三姐妹走上“刀尖上舔血的贸易线”

岁月难掩风华 红色传奇浮出水面

刘子江老人整理出大运河上的刘子江老人整理出大运河上的““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档案档案 王少华王少华 摄摄

周平原与孩子们在一起周平原与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