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河承载着沧州的历史和文化，也
承载着一个个荡气回肠的红色故事。刊
发“发现·运河”栏目的过程中，我们
一次次聆听大运河的红色涛声、挖掘红
色故事，也丰富了沧州文史记载。

1926年9月，22岁的刘格平肩负着
建立津南党组织的秘密使命，从天津返
回沧州。他在沧州创建的第一、二个党
支部，都在运河边的著名学府里：沧县
二中、泊镇九师。追寻他的足迹不难发
现，沧州革命是从大运河上星火燎原
的。

神门口，沧州运河边的古巷。1931
年-1934年，这里风云际会，一批沧州
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与这
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的沈宅
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津南中心县委
所在地。潘漠华、廖华、刘格平、李学
先等先后多次来此秘密会晤。神门口沈
宅也因此在沧州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页。

一句话、一个片段的回忆，可能就
为发现运河“点睛”。随着寻访的深
入，我们还发现了党史上没有记载的珍
贵线索，比如沈士敏的手稿，为早期沧
州党组织的研究工作，丰富了骨血和肌
理，也让世人更真切地感受到先驱们的
风采、情怀、以及磐石般坚定的信念。

大运河不仅是沧州革命的摇篮，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里还涌现了
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盖宿铺，青县运河边的一个小村
庄，101岁的王金荣老人至今还记得抗
战时，他冒险摆渡八路军过河时的情
景。这一发现，让红色笸箩渡的故事时
隔 80年又引起了社会关注。随着寻访
的深入，我们在运河边的二十里屯村、
人和镇村听到了更多笸箩渡的故事，记
录下更多革命者英勇无畏的身影。

人和镇村，青县与天津接壤处的小
村庄。和村民聊天中听到，七八十年
前，这里有一支女子运输队，穿梭于天
津与青县之间，秘密为八路军、解放军
运送物资。经过深入采访，《大运河上
曾有支“红色娘子军”》见报，再次丰
富了党史，为大运河红色文化再添一抹
亮色。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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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美的季节里，沧
州老百姓迎来期盼了半个
世纪的喜讯：9 月 1 日，
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
段旅游通航！

这是自上世纪 70 年
代我市大运河船舶停运以
来首次恢复通航。“一船
明月过沧州”的历史盛
景，重现运河边。

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
沧州 8 个县 （市、区），
是沧州的“母亲河”和文
化之根、文明之魂。曾几
何时，运河干涸，成为沧
州人挥之不去的痛。

近年来，我市倾力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千
年运河重获新生：308公
里堤顶路及绿色生态廊道
全线贯通，运河两岸清风
楼、朗吟楼、南川楼三楼鼎
立，百狮园、运河公园成为
人们亲水休闲的好去处，园
博园、大运河非遗展示中
心、大化工业遗存将为城
市文化再添新地标……一
个以运河为中心的城市中
轴线跃然而出。

早在大运河成为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一
年，记者开始行走沧州段
运河，无数次听到沿岸人
们期待运河通航的心声。
这次旅游通航不仅圆了沧
州人的一个梦，还为沧州
打开了一道现代化全域旅
游的大门。

沧州段运河蜿蜒流
淌、宛若玉带，特别是中
心城区段保存完好，九曲
十八弯、沿途多遗迹、处
处皆风景，代表了我国北
方大运河遗产的原真性。
随着国家对京杭大运河全
线贯通补水，中心城区运
河河道清淤疏浚、绿色提
升、旅游码头、步行景观
桥等各项配套工程逐渐完
成。

旅游通航当天，沧州
市民纷纷来到运河边，或
乘船游览，或夹岸庆祝。
从河畔码头登船，一路随
波而行，水光潋滟，绿树
环绕；凭船远眺，飞鸟往
还，航路再现，一眼千
年。

13.7公里的通航河道
就像一条纽带，不仅连结
起千年文化，还可以展示
城市形象、讲好沧州故
事。通航是个新起点，运
河古郡在新时代迎来发展
的高光时刻。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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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沧州市首届
“发现最美兵支书”发布仪式在
沧州市图书馆报告厅举办。来
自沧州各县（市、区）的 30位

“最美兵支书”一起登台，光荣
亮相，讲述他们的最美故事。

30位最美兵支书亮出歌喉
《团结就是力量》，大屏幕上闪
现那些令人感动的瞬间：他
们，曾是军人飒爽英姿，保家
卫国；而今，在村党支部书记
的岗位上，他们依然保持军人
本色，在农村这个新战场上开
拓进取、造福一方。

石炳启、任树军、胡宗
权……他们的名字回响在大
厅，他们的故事振奋人心。他
们或围绕村庄优势做文章，让
后进村变成致富村；或用真心
换真情，让村庄绿了、民心齐
了、老百姓腰包鼓了、幸福感
强了；或做公益路上的热心
人，或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的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采访兵支书，是这些年记
者生涯中较为感动的经历。在
组织活动过程中，更是克服了
种种困难，把采访的热情全部
投入到这个凝聚着奉献与感动
的群体中。从去年以来，我市
先后从返乡退役军人中选拨出
3000多人充实到农村基层干部
队伍，担任村支书、村委会主
任和村“两委”委员等，他们
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兵支书”

“兵委员”。从 4月开始，我们
便马不停蹄地梳理这些典型。
而这次活动评选出的“十佳最
美兵支书”以及 20位“最美兵
支书”，是广大退役军人中的优
秀代表，是全市“兵支书”的
标杆和缩影。

从梳理到采访，时间紧、
任务重，既要深入采访兵支
书，挖掘他们的感人故事，还
要及时出稿刊发。在组织发布
仪式的过程中，数十次与多方
沟通，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细
致研究，才有了活动的圆满成
功。

寻找、发现、记录他们的
事迹，是责任，更是使命。寻
找最美兵支书是一个献礼建军
95周年、传播正能量、弘扬清
风正气的过程。 齐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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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读书会近两年，通过
“悦读悦美”版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引导推动全社会形成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为文明城市建设增加了深厚
底气。在沧州市第二届“书香沧
州”评选中，荣获“金牌读书会”
称号。

一年来，我们报道了肃宁朗诵
协会、献县阅读会、入梦剧团等金
牌读书会，袁凤良、林如月、齐莹
等金牌阅读推广人及书香家庭、书
香企业、书香机关的读书故事。我
们还关注了田一可、吴英彪、肃宁

“瞎咧咧”群等不同的读书人，在他
们的人生体验中汲取向上的力量。

8月 26日—28日，第十二届河
北省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运河边的百
狮园举行。这是沧州人的图书盛
会，处处彰显着沧州人读书的热
情。我们通过 3个整版的报道，集
中展示了书博会的亮点，列出了热
销书单，展现了沧州的深厚历史文
化和沧州人读书学习的热情，引领
了新一轮读书热潮。

读书可以体验千种人生。8月
开启的“泊头桑椹杯”读书大赛，
就展现了各种读书人不同的人生。
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读者参与征
文活动，讲述着各自的故事、感悟。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努力讲
好读书故事，我们做好深度栏目、
多向互动，把那些因读书而充实有
趣的人生、因读书而多彩丰富的生
活，都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大家
在读书版面上不仅收获了知识，还
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在读书会活动
中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书友，都
表示收获多多。沧州日报读书会作
为全市唯一一个由主流媒体引领的
读书团体，为助力书香沧州建设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 齐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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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尾，由苏州一格映画出品的
纪录片《寻找国立一中 1938》佳绩不
断：先是在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
上，从103个口述项目中脱颖而出，荣
获“年度口述历史项目”奖；然后又入
围了光影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纪录片为人们还原了一段抗战时期
保留文化火种、流亡办学的中国教育传
奇。这个传奇，与沧州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部纪录片的动因，最初源于《沧
州日报》2018年的一篇报道。

这是一段没有被记录的史实，今天
听来，依然有荡气回肠的力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山河
破碎的日子里，泊镇九师校长杨玉如与
师生们不愿做亡国奴，他们带着书籍和
教学仪器一路南下。途中与河北各地流
亡师生汇合，最终在河南创办国立一
中。之后南迁陕西城固，给战火中的学
子们安放了一张书桌，为国家培养了大
批人才。按照这一办学模式，中国抗战
时期建起了34所国立中学。

国立一中与“西南联大”有着相似
的经历，甚至，其艰难曲折传承民族文
化的过程，比“西南联大”还要困难得
多。

2018年，《沧州日报》推出重头报
道《沧州流亡师生创办国立一中》，引
起了社会关注。这篇报道后来辗转到了
国立一中校友刘钟智的手中。90多岁
的老人看到报纸后痛哭流涕，引起了他
的孙女刘亚玉的关注。刘亚玉决定，拍
一部以国立一中为主题的纪录片。

很快，根据《沧州日报》的线索，
这支平均年龄不足 30岁的摄制团队开
始了寻找国立一中的旅程。他们历时4
年、辗转多地、从沧州出发，沿着国立
一中走过的足迹，一路寻访挖掘。

《沧州日报》也开办专栏“关注国
立一中系列报道”，推出了多篇重头报
道。在此过程中，大家信息互通，资源
共享，为的是讲好国立一中的故事，让
更多的人知道这段湮灭在历史烟云中的
中国教育传奇。

杨金丽

“这些烈士十几、二十几岁就牺
牲了，有的至今埋骨他乡，有的连
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应该为他们
做些什么。”简单一句话，“帮烈士
寻亲”志愿团队的志愿者们却践行
了多年。这支由沧州日报记者、爱
心志愿者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组成的寻亲志愿者团队，自 2019
年起，辗转多地，至今已寻访到
120 余名烈士亲属 （或烈士安葬
地），为 6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他
们的善举令人动容、起敬。

今年清明节前，寻亲团队为盐
山籍烈士魏立祥找到了家乡亲人。
从获得烈士相关信息，到找到烈士
的两个侄子，志愿者和市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手，只用了两个半小时。

林凤山烈士，一位“杨子荣
式”的英雄，在贵州、沧州两地志
愿者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他身前的
英雄往事。也让众多读者知道，遵
义市有个凤山村，还有一所凤山小
学。它们，都是因一位沧州籍英雄
的名字而命名的。

一张特殊的黑白照片，记录了
一位烈士的容颜。为了保存它，有
一年家乡发大水，烈士的亲属顾不
上取出家中的物品，却蹚着水抢救
出了这张烈士唯一的照片。照片中

的人叫纪云悌，沧县人，1949年 1
月，在解放天津时光荣牺牲。为了
寻访到他的下落，寻亲志愿者张纪
岩翻阅了大量的史料，提供了许多
鲜为人知的宝贵线索。志愿者王吉
仓在联系上烈士的亲属后，第一时
间来到沧县崔尔庄镇许村……

寻亲团队不仅为烈士找到了
家，他们的善举也感动了众人。其
中就包括浙江省金华市的叶庆华。
在她的帮助下，志愿团队还开展了

“送烈士画像回家”活动。牺牲在齐
鲁大地 74年后，郑希成烈士的画像
被挂在了东光县革命纪念馆的英烈
墙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到了故
土。

寻亲人，慰英雄，寻亲团队擎
起一盏灯火，照亮了烈士回家的
路。 杨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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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温暖的港湾；家，是成
长的摇篮。在温馨的家庭里，我们
变得羽翼丰满，良好的家风滋润着
心田。今年 5月，全国妇联揭晓全
国家庭典型，我市 3 户家庭荣获

“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庭”称号，
两户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称
号。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让人
更深刻地体会到家的味道。

2022年，我们继续挖掘身边的
道德模范，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
身上都闪耀着奉献、忠诚、助人、

奋斗、敬业的时代精神。
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提起

骨科专家陶晓冰，人人都会心生敬
佩。他从医多年，成功参与完成骨
科手术近万例。手术室里，无影灯
下，他孜孜以求，精研医术，用自
己的辛劳和汗水，托起了无数个患
者的脊梁，他是患者的“顶梁柱”。

刘家烨，从沧州走出的年轻航
天人，从小就胸怀航天梦。大学毕
业后，入职文昌航天发射场，从事
火箭测试发射工作，先后担任“嫦

娥五号”“天舟二号”“天舟三号”
“天舟四号”等重大航天任务的测
量系统指挥员。 2022 年 10 月 31
日，梦天实验舱发射任务是他第 6
次担任测量系统指挥员。

43岁的马玉霞是海兴县实验小
学校长。2021年9月，她作为我市援
藏教研员，远赴西藏自治区札达县，
开启了一段支教之旅。从渤海湾畔到
雪域高原，马玉霞牵住孩子们的小
手，把知识和爱洒在了那片土地上。

有人说她“傻”，因为她多次

自掏腰包，解决村民难题；有人说
她“疯”，因为她输着液也要把村
里的工作安排妥当。她起早贪黑，
舍小家为大家，用心用力用情守护
着村庄里的每个人、每个角落……
她叫王君娜，是河间市米各庄镇李
赵庄村党支部书记，一位“80后”。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灾难来临，总有人挺身而出；平凡
生活，总有人坚守付出。一个个温
暖的故事，汇聚成前行的力量。

杨静然

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旅游通航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旅游通航。。 王少华王少华 摄摄

每一粒
熬过冬天的种子
都有一个
关于春天的梦想

策划策划 周红红周红红
摄影摄影 王少华王少华 魏志广魏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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