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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办的《草野事·民
生情》栏目，受到了广
大读者的欢迎。本栏目
虽然表现的是草野之
事，反映的却是民生之
情。本栏目以记叙为
主，无需过多评论；务
求简短、言之有物；务
必真实，不虚构、不夸
大。我们尊重表达的权
利，相信真实的力量。

我们期待 收 到 来
自 不 同 地 方 的 故 事 ，
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体
的声音，尤其欢迎来自
基层细节生动的故事，小
中见大、滴水见太阳。我
们愿用有限的版面，撑起
一方公民发言的舞台。

来稿请注明《草野
事·民生情》专栏，邮箱：
czrbmsx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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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辞职保洁辞职
““降薪降薪””请回请回
士 风

本报讯（记者胡学敏 通讯员贾
玉芃）“我在上嘉盈安超市鼓楼店购
买的连裤袜，回家后发现有破洞，
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上嘉盈安超
市东安店退货，没想到经过核实购
物小票和商品，立即给我退了货。”
连日来，家住新华区的张女士见了
朋友就说同城异店无理由退换货活

动好。
为进一步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提升经营者诚信经营水平，3
月中旬起，新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开展“诚信商家，同城异店无
理由退换货”活动。消费者在企业
承诺的门店内购买商品，符合企业
公开申明退换货范围和规则 （商家

承诺自出售之日起至规定退换货 7
至 15 天时效内，不影响二次销售）
的情况下，可在该企业其他门店内
享受退换货服务。沧州意明购物有
限公司、沧州市新华区达意食品店
（百汇）、沧州市上嘉盈安超市有限
公司、幸福人家超市等 4 家连锁商
超多家门店作出同城异店退换货服

务承诺，并签署《满意狮城 诚信经
营 同 城 异 店 无 理 由 退 换 货 承 诺
书》，提升群众消费体验。

通过首批承诺企业的示范引
领，新华区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
到诚信商家同城异店无理由退换货
活动中来，力求构建领域更宽、服
务更优、成效更高的无理由退换货

服务机制，不断优化升级消费品
质，提振消费信心。同时，新华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加强对已承诺无
理由退换货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与
宣传报道，不断提高线下购物无理
由退换货承诺的知晓度、参与度和
美誉度，真正实现消费者和经营者
的双赢。

新华区同城异店可享无理由退换货新华区同城异店可享无理由退换货
目前已有目前已有44家连锁商超多家门店参与其中家连锁商超多家门店参与其中

前几天，在侄女晴晴
的公司里干了十几年的保
洁 阿 姨 突 然 要 辞 职 。 原
来，保洁阿姨的老父亲生
病住院了，她每天都得去
医院照顾老人，这样就没
法正常上班。公司决定挽
留她，工资减半，让她早
上打扫完就走，这样每天
工 时 少 了 ， 两 边 都 能 顾
及。

晴晴说，这位保洁阿
姨说是保洁，但除了打扫
卫生，每天还会做很多职
责 以 外 的 事 情 。 寄 送 快
递、买午餐，都是保洁阿
姨跑腿。大家养的绿植，
都被她照顾得既干净又漂
亮。周末，保洁阿姨经常
在家蒸包子、包饺子，多
做出一些来，周一给公司
的 同 事 带 来 分 享 。 阿 姨
说：“年轻人都不太会做
饭，总点外卖不健康。”

晴晴说：“阿姨真的是
把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孩
子对待。”

公司一个月付给阿姨
3000 多元工资，年底还有
奖金，阿姨非常满意这份
工 作 。 每 天 都 高 高 兴 兴
的，这次离职，也是无奈
的选择。

晴晴负责公司的人事
工作，她和老板说了阿姨
辞职的原因。老板想了一
下说，不用辞职了，工资
可以先减半，早晨来打扫
一下卫生就可以，其他时
间可以照顾老人。家里不
需要她了，再回来正常上
班。

晴 晴 跟 阿 姨 讲 的 时
候 ， 阿 姨 激 动 得 掉 下 泪
来，非常感谢。

因为这件小事，让员
工们都觉得老板看人看长
远 ， 很 有 人 情 味 。 看 起
来，公司只是挽留了一位
保洁工，其实，留住的是
整个公司员工的人心。

上妆、调弦、吊嗓……日
前，在青县盘古镇大盘古村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乡情河北
梆子剧团的演出人员早早就来
到这里，在后台忙碌着化妆，
准备行头。

每周两次的排练，大家
都会如期到来。之所以把排
练地点设在大盘古村，是因
为河北梆子在这个村有 300多
年的历史，走进大盘古村，更
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沁入骨子
里的文化魅力。离这最远的
戏曲爱好者李凤广开车来村
需要半小时，凭借对河北梆
子的那份热爱，他坚持了 3
年多。

乡情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孙
鹤林就出生在大盘古村，孙鹤
林是听着梆子长大的。那时，
家族里一个大哥在村里剧团专
门练习武生，他从小耳濡目
染，被河北梆子别具一格的魅
力所吸引。

“从秋后到第二年开春，地
里活儿少，饭后唱戏就成了村
民最主要的事儿。”孙鹤林说，

“那时村里条件艰苦，孩子们没
有其他娱乐活动，每天晚上听
到曲乐声响，全都来围观，来
晚了抢不到前排的好位置。”台
上演员唱得起劲儿，台下百姓
叫好声连连。

孙鹤林喜欢吹横笛，而
当时村里剧团乐器单一，只
限 于 板 胡 。 为 了 给 剧 团 添
彩，他加入进来，一并演奏。
后来，有人在白事班子讨来一
个笙，村民们却喜忧参半。喜
的是剧团里又有了新物件，唱
起戏来又多了几分韵味，忧的
是 压 根 没 人 会 吹 。 关 键 时
刻，孙鹤林挑起大梁，把吹
横笛的技巧教给其他村民，
独 自 研 究 起 笙 这 一 “ 稀 罕
物”。

“不会吹，就去修乐器的老
师傅那里请教。”一天，有位走
街串巷修乐器的老师傅路过大
盘古村，孙鹤林看到他，突然
就有了好点子。

在 孙 鹤 林 的 积 极 带 动
下，村里的梆子剧团越办越
红火。可难题也是一个接连
一个。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流行看谱演奏，而剧团里只
有孙鹤林一个人识谱，为了
带领大家看谱演奏，他手中
的乐器再次更换成了板胡，
可无论换成什么，他总能奏
出抒情的旋律。

1984年，青县各乡成立文
化站，向孙鹤林抛来橄榄枝。
当时的孙鹤林已是村中有名的
赤脚医生，为了心中那份梦
想，他果断转了行。孙鹤林
说：“除了心中的那份喜爱，更
重要的是戏曲文化需要有人传
承和发扬。”

工作期间，孙鹤林带领戏
曲爱好者组织了大批活动演
出，丰富了村民们精神文化生
活。退休后，孙鹤林也没闲
着。2010年，他成立了乡情河
北梆子剧团，组织戏曲爱好者
义务演出。10余年来，他们到
大牛庄、清水白、官庄等村义
务演出，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欣赏到高水平戏剧演出，
享受高质量文化服务。

多年来，剧团得到县文化
馆的支持与关注，也有戏曲爱
好者为他们捐资捐物。他们用
社会赞助的资金购买服装、乐
器、音响及舞台设备，竭尽全
力将剧团办得更好。

近些年，孙鹤林在带领大
家演出、排练的同时，将更多
精力放在曲目创作上。在传承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围绕大运
河文化、乡村振兴、道德文明
等内容，自创了《美丽和谐青
县城》《德风浩荡满青州》《盘
古故里好人多》《打碾盘忆事》
等 10余首现代曲目，用河北梆
子清唱和戏伴舞表演唱的方式
精彩演绎。

“河北梆子伴随我一生，我
有义务把它发扬光大。我的目
标是让台下观众在享受艺术的
同时，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层次
的认识，让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下去。”孙鹤林说。

““戏迷戏迷””孙鹤林孙鹤林
邢 程 陈四雄

见证水闸从无到有

春日清晨，红日初升，漳卫新河
宽阔的河面上波光粼粼，王营盘蓄水
大闸横亘河面，傲然挺立，壮观秀美。

每年开春，年近九旬的马玉勤老
人都会让晚辈带着自己来大闸边转转
看看。说起大闸，马玉勤老人满脸自
豪。1983年至 1995年，他曾在闸所任
所长，是这座闸从无到有的见证人。

“20世纪 70年代初，当时我在王
营盘附近的乡镇工作，正赶上这里要
建闸所。”马玉勤回忆，为了建好大
闸，当时很多同志黑白住在工地上，
长期不回家，到1973年9月1日，短短
半年多时间闸所就竣工了。

东光县在历史上就是洪、涝、
旱、碱交替为害的地区，盐碱地多，
粮食产量低。王营盘蓄水闸建成后，
这个县每年可从漳卫新河引水 5000
万立方米，灌溉全县一半以上的农
田。

马玉勤之前有过根治海河的经
验，闸所老所长退休后，上级领导物
色人选，别人都不愿意到这个偏僻地

儿来，找到马玉勤，他就应承了下
来。

20世纪 80年代，东光县曾遭遇干
旱，当地在冬天从漳卫新河引水抢灌
小麦。第二年除了引地表水，当地又
合理开发地下水，通过打机井等把受
灾面积降到最小，形成“六河相通，
沟渠坑塘相连，机井星罗棋布，旱能
灌、涝能排”的水利调控系统。1989
年，东光县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利
建设先进县。”

王营盘蓄水大闸处于冀鲁两省交
界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这和
外界接触较少。马玉勤说，由于职工
平时忙于检修，穿戴上也不讲究，所
以有这么一个顺口溜：“远看像要饭
的，近看像收破烂的，一打听不是闸
所就是河务段的”。他说，当时有个年
轻的小伙子在这个闸所工作，几年都
说不上对象，后来调到外单位，当年
就结婚了。

奉献青春，是老一代水利人的家
国情怀。马玉勤在任王营盘闸所所长
13年间，先后 3次被水利部评为防汛
先进个人，王营盘闸所连续8年被评为
先进闸所。

为水闸攻坚克难

今年 58岁的马连祯从小就看着父
亲马玉勤为了这座水闸而奋斗，他的
人生脚步也随之来到这里。

马连祯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去闸所
工作的经历。35年前，他跟老职工站
在启闭机机架桥上，手扶水泥栏杆往
下一看，十几米的高度落差让他一阵
晕眩，双手紧紧地抓住栏杆，不敢放
松。

“年轻人要肯吃苦，要学会克服困
难，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父
亲这样鼓励他。

闸所人员少、工作重，每人都是
身兼数职，马连祯平时都是吃住在闸
所。观测上报水位、水政巡查、工程
管理、各种设备维护保养、引水测
流、水闸沉陷测量……每天重复着这
样的工作。

一座闸，关系着一份责任，马连
祯认真对待每个环节，力争将危害消
除在萌芽中。1993年汛期的一天，他
冒雨到大闸上观看水位，走到下游混
凝土护坡与坡顶浆砌石护坡的连接
处，忽然发现雨水正往一个拇指大小
的孔隙里灌，他立刻回所将情况报告
给了所长。大家第一时间进行水泥灌
浆处理，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的发
生。

枯燥的工作，没有磨平马连祯的
进取心，多年来他努力钻研业务，创
造多项发明，其中，在启闭机钢丝绳
绳孔封堵、测流简易装置、闸门大轮
检修抬升装置等方面都获得了业内发
明奖励。

2021年，王营盘闸所迎来 30多年
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承担起开闸泄洪
以缓解河南等多地洪涝灾害的艰巨任
务。当年夏秋连汛，洪水经历时间之
长，非常罕见。从 7 月一直到 11 月
底，洪水连绵不断流向大海，期间过
水量达 30多亿立方米。行洪期间，马
连祯和同事们日夜坚守岗位，观察水
情、上报雨情，当好参谋，最终取得

了抗洪胜利。期间，马连祯曾经5天只
睡了5个小时。

为了使命和传承

像父亲马连祯一样，“80后”的马
建飞，从小就被带到王营盘闸所“体
验氛围”，看提闸放水，听建水闸故
事。

从河北工程大学毕业后，马建飞
曾有机会留在城市工作，但爷爷和父
亲均给他提建议，让他接下“接力
棒”。

“当时我有些犹豫，闸所偏僻，很
枯燥。我一些同学都在大城市，他们
过得很精彩。”马建飞说。

“咱们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业
为基础，水利是农业重要的一部分，
干啥都是干，不如像我和你爸一样投
身水利事业，更有成就感、更光
荣！”爷爷的一席话最终打动了马建
飞。

在闸所，马建飞主要从事水闸工
程资料整理、报送工作，将多年来闸
所积累的零散琐碎资料分类归档，全
部整理成电子版保存。此外，他还利
用精通电脑的特长，将软件制图、网
络维护等施展在岗位上，受到了上级
多次好评。

马建飞说，自己热爱这份工作，
心中有一份归属感，坚信努力终会有
回报。

马建飞的微信名叫“不倒翁”，
他说，这么多年与水打交道，他喜欢
水的持之以恒、去污善化而不争，而
水的品性也渐渐融入了他的性格。

“我要像爷爷和父亲一样，继续为水
利事业而奋斗！”马建飞说，这不仅
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一种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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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大闸一景蓄水大闸一景

漳卫新河王营盘蓄水大闸位于东
光县和山东省交界处，至今已经巍然
挺立 50年。马玉勤、马连祯和马建飞
祖孙三代，以闸为家，闸门开关间，
麦绿谷黄，已数十个春秋。三代守闸
人，用平凡见证着家乡水利由弱到强
的时代变迁——

三代守闸人三代守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