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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下一座高山翻越下一座高山翻越下一座高山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王立梅

杜国爱好不多，长年坚持下来的，登山是其中一个。他喜欢那种翻越重重险阻后的收获与畅快。

工作中的杜国也是如此。入职沧炼20年，对他来说，每一次技改都如同翻越一座从未攀登过的高山。从基层技术

员到企业管理者，跨越阻碍，克服困难，一个个不眠之夜，是他抵达山巅的每一步。

50年前，7岁的尹少洪跟随姥爷李秀亭学起了大六合门的武艺。彼时，这门武术在李家已经传承了数百年。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尹少洪数十年如一日，不仅从姥爷身上学到一身武艺，也领悟了大六合门能传承至今的真正“绝招”。

兼收并蓄是为兼收并蓄是为““合合””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魏志广

行将花甲之年，尹少洪舞起双刀仍虎
虎生风。他是天津铁路机务段的一名工作
人员，也是武术大六合门的传人。

尹少洪7岁跟随姥爷李秀亭和三舅学习
大六合门的武艺。彼时，这门武术在李家已
经传承了数百年。大六合门全称“沧州成兴
镖局李冠铭大六合门”，在沧州世代传承，
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李冠铭、“双刀李
凤岗”“大刀王五”都出自大六合门。

打破规矩

尹少洪的童年是在习武的“吼哈”声
中度过的。这让他不仅练就了一身武艺，
也对大六合门的历史有了一定了解。

“据我姥爷讲，我们祖上征战沙场，
最初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武艺一直作
为战场上的搏杀技巧在族内传承，并没
形成较为系统的体系。”讲起大六合门的
历史，尹少洪侃侃而谈，“提起大六合
门，不能不提李冠铭。他生于清朝嘉庆
年间，先是师承沧县大褚村弹腿门，后
师承于泊头大六合门，取众家之所长，
经过长期苦练形成了一套体系，共 108
式、36大招。”

李冠铭不仅在武艺上兼收并蓄，在传
承上，也一改以往艺不外传的规矩。他博

采众长、义务授徒，大六合门在他的推广
下，习练者众多。

到清道光年间，大六合门越发壮大起
来，李冠铭也凭借高强的武艺在沧州开设
成兴镖局，行镖于大江南北。“当时，镖
局镖师除了大六合门的习练者之外，也有
很多其他门派的高手。平日里，他们相互
切磋、取长补短，无形中也促进了各门派
武术的融合，为沧州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
定作用。”尹少洪说。

自幼苦练

大六合门传承数百年，留下了许多传
说故事。“过去镖行有‘镖不喊沧’的规
矩。对于它的起源，现在主要有三种说
法，其中两种直接点明这一规矩是由大六
合门的人创立的，这些在《沧县志》和
《国术名人录》中都能查到。”尹少洪说。

也正因如此，他对大六合门更加敬畏
了。

在他小时候，沧州不仅拳场多，习武
的孩子也多，尹少洪是师兄弟中练得最起
劲儿、学得最快的一个。师父新教一套招
数，他看上两三遍就掌握了。

武侠小说里常有这样的情节——天赋
异禀的主人公纵身坠入谷底，阴差阳错练
就一身绝世武功。而在现实中，习武不能
仅靠天赋和运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才是最真实的体现。

尹少洪也不例外。
十几岁时，尹少洪为了习武，每天凌

晨 4点就起床往拳场赶，学完了拳再去学
校上学。从家到拳场的距离虽然只有五六
百米，但长期坚持依旧不易。尤其是冬
天，再厚的棉衣，刺骨的寒风一打也就透
了。不仅如此，跌打损伤更是常有的事。

从 14岁到 16岁，尹少洪就这样坚持
了 3年。其间，和他一同习武的师兄弟
们，从最初的 10多个人减少到最终两个
人，但尹少洪一直都在。

秉承衣钵

如今，尹少洪学习大六合门武艺整整
50年了，他对大六合门的这个“合”字，
有了自己的认识。

“从李冠铭开始，大六合门不断发
展，不仅习练者越来越多，体系也越发健
全。到如今，大六合门有前趟、后趟、迎
门炮、六合弹腿、六合八步行走梅花变、
单刀、双刀……”尹少洪介绍说，“这样
的发展离不开融合与开放。”

尹少洪 19岁参军入伍，20岁就成了
警卫连武术教练，义务向战友传授大六合
门的武艺。其后二三十年里，即便脱下了
军装，他也仍在坚持义务传授武艺，教过
的学生少说也有200多人。

“过去，老祖宗广收门徒并且分文不
取，这才让大六合门传承数百年。我也要
像先人那样，把这身武艺传授下去，让它
发扬光大。”尹少洪坚定地说。

这几日，肃宁县万里
镇尹庄村古梨园里，梨花
飘香，人潮涌动。第九届
梨花节暨农民文化艺术节
（4月 1日至 7日）在这里举
办，一批批游客来此赏花
观景，享受春光。

梨花节期间，梨园里
热闹非凡，杂技、武术、
古筝、戏曲等表演轮番上
阵，游客一边观看节目，
一边穿梭林中欣赏美景。
据悉，肃宁县万里镇梨花
节已成功举办九届，被誉
为“梨花村”的尹庄村，
近几年靠着梨花节的影响
吸引游客 20余万人次，带
动了乡村旅游。

万里镇尹庄村及附近
村庄自古就有种植梨树的
习惯，规模达一万多亩，
远远望去，成方连片，最
老的梨树树龄有近千年，
百年以上的老梨树也有千

余棵。因梨园地处老唐河
古道，土质肥沃，加之梨
农精心管理，所产梨品甘
甜可口，品质上乘。每年
春天，梨园里万亩梨花盛
开 ， 洁 白 如 雪 ， 香 气 袭
人 。 伴 随 着 梨 花 的 初 花
期、盛花期和落花期，赏
花 时 长 近 半 个 月 。 到 秋
天，这里硕果累累，梨农
忙采摘，梨商云集，一幅
秋日丰收场景。

春天是梨花节，秋天
则是采摘节，人们驱车而
来，陶醉在梨园中，尽情
拍照游玩。周边的村民也
做起了旅游生意，各类小
吃、小商品及肃宁县特色
农 产 品 等 琳 琅 满 目 ， 住
宿、导游等服务也都完善
起来。为满足游客需求，
这里还建设了停车场、步
行街，成为一个名符其实
的乡村旅游地。

已是深夜，中国石化沧州炼化公司生
产技术部的灯依然亮着。

45岁的部门经理杜国，头深埋在办公
桌上那摞高高的技改资料中，许久都没有
抬起来。直到一两个小时之后，他才揉了
揉僵住的脖颈，起身去到位于办公楼顶层
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

站在那里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厂区的
灯火通明，这是杜国最喜欢的放松方式。

遇见高山

一晃，杜国在沧炼工作已经20年了。
20年里，他组织焦化装置年产120万吨

扩能改造工程，参与了5次全厂大检修，由
他处理解决的各种生产难题数不胜数。

他是同事眼中的高山——对厂区内的
每一套装置、每一个流程、每一项重要参
数都了然于心，先后获得过集团公司青年
岗位能手、集团公司节能先进个人、公司
劳动模范等称号。

而在杜国看来，这一切都和他心中的
高山——第一任老师陈树春息息相关。

陈树春是集团公司的劳动模范，也是
出了名的严师、名师，对徒弟要求极高。

比如，陈树春要求杜国每天都要擦拭
一遍设备，还不能占用工作时间。那时
候，杜国负责的机泵有20多台，全擦一遍
得一两个小时。这不光是为了干净，也是
为了熟悉设备，并在擦拭过程中及时发现
问题，确保安全生产。

根据公司要求，技术员每两小时就要
巡检一次设备，而工作时间外的擦拭工
作，相当于又增加了一次巡检。“别小看
这份付出。我当技术员时，好几次机泵运
行异常都是在擦拭过程中发现的。”如
今，20年过去了，杜国早已从基层技术员
成长为企业生产管理者，但每天上班前擦
一遍设备的习惯，他依然保留着。

不光师父要求严格，杜国对自己也不
遑多让。“焦炭塔试压的压力是多少？”

“新塔预热的目的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
题，杜国每天都有十几个。

就这样，仅半年时间，杜国就熟练掌
握了焦化装置焦炭塔、分馏岗位的操作，
连师父也对他刮目相看。

独挑大梁

2010年，已经是炼油三部工艺主任的
杜国，迎来了一次大考——焦化装置年产

120万吨扩能改造工程，他任总指挥。
那一次，杜国面对的是炼油三部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设备大改造。要将装置加工
能力从年产50万吨改至120万吨，除保留
一台加热炉、两座焦炭塔外，其他设备、
管线全部拆除重建。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完工，杜国连续 6
天 6夜没离开单位，无论白天黑夜，他都
在装置现场，拿着图纸反复比对设备、管
线安装位置、流程走向。

扩能改造工程，时间紧、任务重、难度
高，队员们难免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焦
虑和挫败感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大家。这个时
候，杜国都是团队中最“放松”的那一个，
不断为队员们缓解压力、提振士气，一起解
决问题。

大伙儿都说，他是团队的定盘星，有他
在，什么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其实杜国也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且又
是他第一次独挑大梁。为了不让自己分心，
他跟家人约法三章——没有极特殊情况，不
要给他打电话，尤其是两三岁的女儿。

女儿是杜国的心头肉，平时怎么亲近都
不够，但为了工作，他需要有所取舍。可
即便如此，他依然紧张，6天 6夜里，他
吃不下、睡不着，瘦了五六公斤。

新的焦化装置首次运行那天，从不迷
信的杜国在心里默念起了“老天保佑”，
直到耳边传来欢呼声，才如释重负。

挑战山峰

20年来，杜国不断挑战自己，走到哪
儿学到哪儿，从操作工、技术员、安全工
程师，到炼油三部工艺主任、储运部经
理、生产技术部经理，无论在哪个岗位，
他都能成为行家里手。

安全生产无小事。作为公司核心部门
生产技术部的负责人，杜国要负责公司所
有生产装置的正常运行，以及安全生产、
节能降碳、生产调度、原料进厂、产品出
厂等一系列工作。

如果把公司比作一口不断进水、出水
且要始终保持盛满状态的水缸，生产技术
部就是那台全天候工作的水泵。

为此，杜国这些年动不动就住在单位
里，时间最长的一次，有一个多月。

平日里，即便回家休息，他也是手机
不离身、24小时开机。

“干我们这行的，时间越久，胆子越
小。”这些年，杜国越发害怕手机在夜里
突然响起。好几次，职工因有急事打电话

请假，睡梦中的杜国总会被惊出一身冷
汗。放下电话，杜国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说是“胆小”，其实更多的是责任和
担当。

2022年，公司研究生产低硫船用燃料
油，杜国再次被委以重任。这一次的难度不
仅仅体现在新产品的研发上，为了保证能按
时完成任务，公司采取了边生产边施工的方
案，这无疑增大了施工难度。制定流程、协
调原料罐、装置改造……一个个难题接踵而
至，杜国被埋在了问题堆里。

那段时间，对杜国来说，熬通宵是常
有的事。每个人都能看出他满身疲惫，但
只要来到工作现场，他立马神采飞扬，和
团队一起研究每一个方案，逐一分析优缺
点，直到制定出最佳解决方案。

不单单是研究生产低硫船用燃料油。
2022年，杜国组织修订工艺参数报警值，
将报警合格率提升至99.99%；加强装置平
稳率管控，使全厂平稳率达到99.64%，该
装置获得49枚银牌、84枚铜牌；优化组织
生产，调整产品结构，把催化装置汽油+液
化气收率提至64.17%，增效5101万元……

“人生就像爬山，路越是难走，山顶
的风景就越美。有梦想的人，永远不惧怕
下一座高山！”杜国说。

肃宁万里镇举办第九届梨花节

万亩梨花盛开
游客尽享春光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陈志丹

关注孤独症关注孤独症儿童儿童

用朗诵用朗诵疗愈孤独的心疗愈孤独的心

本报讯（记者周洋 张
智超） 4月 2号是世界孤独
症日。当天，一场特殊的朗
诵比赛在市图书馆举行，登
台朗诵的 19个儿童均为孤
独症、脑瘫、小儿麻痹患
者。

本次朗诵比赛是由市图
书馆、市慈善总会、运河区
委宣传部和新华区关工委共
同主办的。孤独症是以社交
沟通障碍、重复刻板行为和
狭隘的兴趣为核心症状的神
经发育障碍。相关报道显
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士超
过 1000万人，其中儿童超
过 200万人，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

为给患孤独症等疾病

的孩子开展科学疗愈，鼓
励家长带领他们参与社交
活动，相关单位和组织从
去年 4 月就开始筹备此次
活动，沧州星月社青少年
教育工作室更是从很早以
前就开展了相关的公益性
疗愈。

活动中，每个孩子朗诵
一篇作品，为了更好地展现
这些作品，他们练习了半年
甚至两年之久。他们有的独
自登台，有的在父母搀扶下
进行表演，活动现场充满浓
浓爱意。

本次朗诵比赛，相关
家庭积极参与，同时也得
到了许多社会力量的认可
和帮助。

博物馆里的特殊祭扫博物馆里的特殊祭扫

4 月 2 日，清明节前
夕，献县博物馆迎来了 15
位特殊观众，他们是已故全
国劳动模范张本林的后人。

张本林 1980 年去世，
是献县南河头村人。他少时
入伍，3次荣立战功，复员
后回乡带领村民组建农业合
作社、参与抗洪抢险……
1951 年以劳动模范和老区
代表的身份参加国庆观礼代
表团，受到毛泽东主席接
见。

2021 年，献县博物馆
刚成立不久，面向社会征集
文物。张本林的后人得知消
息后，主动将一辆象征张本
林荣誉的木制手推车捐了出
来。

“张本林留给后人的遗
物不多，这辆手推车堪称最
珍贵的一件。”献县博物馆
馆长邓中伟介绍说，“当年
献县遭遇洪水，国家领导人
李先念两次来献县调研并听
取张本林抗洪及灾后重建的
工作汇报，这辆手推车就是

李先念奖励给他的。”
“这辆手推车不仅是我

们家的荣誉，也是家乡发展
的一段记忆。我们把它捐献
出来，放到博物馆里，会发
挥出更大的作用！”张本林
后人说。

今年清明节前夕，张本
林的后人们商议决定，进
行一次特殊且有意义的祭
扫——到博物馆瞻仰先人遗
物，了解先人的奉献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为了迎接这 15位特殊
的客人，献县博物馆安排
讲解员全程跟随，介绍文
物保管情况，带领客人们
参观馆藏文物，为其介绍
家乡历史。“献县博物馆成
立 3 年来，共有馆藏文物
2000多件（套），其中捐赠
而来的就有近百件。近两
年，每逢清明节，都会有
文物捐献者自发来到博物
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追
忆先人、缅怀历史。”邓中
伟说。

张智超 李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