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1日至 26日，第十七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在吉林省四平市隆重举

行。来自全国 26个省市自治区的 100个“武术之乡”的 1933名运动员参加了比

赛。

这是全国“武术之乡”的技艺大考，更是各个“武术之乡”座次排名的比

拼重布。沧州市代表队以总分 129分勇拔头筹，再次蝉联全国冠军。同时，还

将大赛所设团体总分、展演项目、集体项目和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四项大奖全部

收入囊中。一连几天，伴随着赛程的进行，赛场上频频刮起“沧州旋风”。

第十七第十七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我市代表队再次蝉联我市代表队再次蝉联冠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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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前行者那些前行者
把青春才华献给黄骅中学把青春才华献给黄骅中学
李超

2012年黄骅中学隆重举办
的 60周年校庆活动还在脑海，
转眼间又是 10多年过去了。遗
憾的是，黄骅中学创始人之一
的杨钧啟老师已经走了两年多
了。他再也看不到黄骅中学绿
树成荫、楼群簇新有序，听不
到教室内书声琅琅、操场上哨
声频频了。

近日，我整理老杨的遗物
时，发现了他早年写的 《琐
记》，记录了早年黄骅中学的人
与事。翻阅着《琐记》，黄中的
那些往事，渐渐在如烟的岁月
里清晰起来——

朝气蓬勃的教师队伍

《琐记》中说：“我们这一届
毕业生（1952年河北省立天津师
范学校）分来黄骅工作的约有10
多人。田锡高、刘家骥、王静
贞、魏瑞清、曹毓梦分到各村镇
小学；我和穆承安、崔雅文则分
到了黄骅中学……

“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学，我
们 3个人被临时安排在城关中
学班（崔雅文）、羊二庄中学班
（我）、旧城中学班（穆承安）。

“我在羊二庄工作虽然生活
条件不好，却过得很有意思。
中学班的教室后面，跨着一间
房，这就是我和另外 3个老师
的宿舍和办公室。一张八仙桌4
个凳子，桌上摆着几摞作文本
和几摞书。晚上，在桌子中央
放一盏煤油灯，每天管后勤的
李主任给灯加油，一天加一
次，用完就睡觉。有时眼看灯
要灭了，我们就给灯加上点
水，水托起灯下面的那一点
油，还能再坚持一会儿。

“我们 4个人睡一铺大炕，
躺下就有人讲一些当地流传的
故事。有个叫刘宝林的小学老
师，在附近村里小学上班，下
了课就跑到我们这里来。他是
一位复员的志愿军战士，有时
还跟我们挤在一起睡一宿。他
阅历丰富，待人热情，讲义
气，很讨人喜欢，我们很快成
了朋友。”

……
“1953年，刚过了年，县文

教科通知：带着中学班学生到
黄骅县城集中。那天大马车拉
着学生的行李，学生步行。30
多里地，一上午就来到了。

“黄骅中学就建在城里东北
角，前面是沈庄村。

“同时来的还有旧城中学
班，这样才真正有了‘黄骅中
学’。”

……
“老师除了我们三人外，还

有陈先甲，四川人，成都华西
大学毕业，棋艺篮球都不错；
刘凤楼，黄骅扣村人，留学日
本；王鸿殿，黄骅大科牛人，
燕京大学毕业；郭从先，旧城
才元人，在乡知识分子；闫启
凤，济南人，中师体育专业。”

从 1952年的暂时分散，到
1953年的 3班会师，再到 1954
年暑假后，短短 3年“学校已
经有了 10 个班，学生 500 多
人，教职员工也有40多人了。”

对于新来的教师，《琐记》
里特别提到了3个人：

“赵立泰老师和我同岁，入
党很早，根红苗正。人品正
派、善良，脑子十分聪明，待
人豪爽，颇有燕赵的侠义风
度。他具备黄骅人的正直、耿
直，思想颇多创新之处。他教
初中四、五两个班的语文，这
两个班的学生思想开放，很少
保守。所以，出现田松林这样
的人才也是自然的事，这与赵
老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从庆云中学调来了闫哲生
（南大港人）、刘玉森，他们都
教语文。

“刘玉森老师年龄较大，毕
业于山东大学，古文底子厚，
在地区语文会议上介绍过教学
经验，当时的青年教师经常向
他请教。

“闫哲生比我大两三岁。老
高中毕业，后经培训，到中学
任教。他工作十分认真，班主
任工作做得深入，颇受学生爱
戴。他的亲姨是北师大教授，
经常寄来有关资料，对我们帮

助很大。”
如同抗战时期黄河之滨集

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一样，新中国的黄骅教育战
线，也聚集起一群青年人。他
们不畏离乡，不畏艰苦，用理
想和青春接生出了襁褓中的黄
骅中学，精心哺育着她成长。

“1958 年是热气腾腾的一
年。这一年黄中建立了高中
班，共两个班，100多人。一班
的班主任是新调来的校长魏新
愚，我是他的班辅导；二班的
班主任是教数学的于得州，班
辅导是钟龙斌。”

“为高中班的建立，学校还
调进了几位外语教师：陈培
生，北京人，人民大学毕业；
辛欣，来自东北锦州；甘允
中，天津人。”

……
“当时学校在城西一片盐碱

地上种了一千多亩水稻，师生
轮流去劳动。同时在校内大炼
钢铁，师生到各村去收废旧铁
制品，校门前建了一个炼铁炉。

“因黄骅沿海产盐卤，学校
决定办盐酸厂，需要购买盐酸
设备，就派我去唐山购买。多
亏黄骅商业局驻津办事处的边
经理、刘经理帮忙，在唐山很
快找到了货源……”

此时的黄骅中学奋起了强
劲羽翼。河北的、京津的、四
川的、锦州的；高中的、师范
的、名牌大学的、海外留学
的，一支充满朝气的教学队伍
一路前行一路集结到黄骅中
学。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无论
学历高低，都团结一心勇往直
前，打得了硬仗，也打得了胜
仗。

平易近人的兄长领导

生命里有一个知音，是一
生的幸福；生活中交一个好
友，是一世的快乐。那么，工
作中遇到一个知人善任的领导
呢？绝对是生命中的一大幸
事。杨钧啟老师敬佩每一任黄
中校长，《琐记》中三言两语的
简短评价，勾勒出当年鱼水交
融般的和谐干群关系。

“第一任校长叫王松高，旧
城人。原县文教科科员，会拉
四弦，爱下棋，人不错，挺随
和的。副校长叫范捷三，厚道
老实，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
字，原任旧城小学校长，海兴
人。教导主任叫郑少亭，黄骅
城关人，是有名的才子之一，
原在城关小学任校长。总务主
任于星元，一位朴实又有能力
的老干部，据说很早就参加了
革命，旧城人。”

“1955年，王校长调走了，
新来的校长叫张世坪，羊二庄
人。人很文静，爱看书，待人
热情厚道，工作能力很强。”

“1958年调来的魏新愚校长
是河北阜城人，非常朴实。他
做工作的特点就是关心下属，
让你从内心深处觉得不认真把
工作做好，就对不起这位像长
兄般的领导。

“魏校长关心人体现在各个
方面。举个例子：他知道我和
陈培生爱看报纸，就把他自己
订的《参考消息》每隔两天送
给我俩看，看完再还他。大家
知道，当时这份报纸是绝密
的，要订它得是党员，够一定
的级别。那时看到这份报纸不
容易，所以我二人非常珍惜。”

“魏校长调走了，负责人是
吴长胜和齐国良。吴长胜是
党支部书记，齐国良是办公室
主任。为了搞好师生生活（灾
年期间），他们联系了两家伙伴
单位，彼此调剂有无……”

“1961年，爽朗磊落、淡泊
名利的刘葆丰校长调来黄中。”

共 53节的零星简短琐记是
杨钧啟老师晚年写成的，他敬
佩领导、赞美同仁、热爱学
生，我赞叹他一生心里充满阳
光、没有怨恨。

1980 年，我也调入黄中，
时任王廷武、赵立泰二位校长
同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1983
年我调离黄中，与解珺珩校
长、李拥军校长及刘爱华书记
都有所接触。虽然短暂，但他

们热情坦诚谦虚有礼的作风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来这
是黄中领导的光荣传统。

艰苦岁月中的浪漫温情

那时我们的教育方针是：
“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所以除了完成必要的教
学任务外，黄中师生的生活也
丰富多彩，比如他们用辛苦的
劳动，换来黄灶千亩稻田的丰
收。没有车辆运输，学校就发
动全体师生每人用口袋装，靠
步行将饱满的稻谷和丰收的喜
悦背回校园。”

劳逸结合的年月里，黄骅
中学还排练过两出话剧。

杨钧啟老师在《琐记》中
记载：“一出是大型话剧《红旗
谱》，主要演员有赵福令、白清
安等。还组织了一个小乐队，
为了表演需要，又请县剧团的
大武生韩化东教了几手武功。
学校为演出置办了幕布 （大
幕、二幕、天幕、侧幕等）。这
给消沉的灾荒年添了一点乐
趣。”

另一出话剧是《槐树庄》。
“有一天中午，齐国良主任

找我说：‘你准备一下，领点路
费，带几个学生去北京看一出
话剧《槐树庄》。’我马上在高
一找了张佑民等 3位同学，下
午坐汽车到了沧州，当天傍晚
就到了北京。记得是在交道口
剧院看的北京战友文工团的演
出，看完后立刻赶往火车站，
第二天一早就回到了沧州。

“从那天起，选演员、背台
词、制布景，投入到了紧张的
排练之中。利用课余时间，大
致排练了一个多月，最后在黄
骅礼堂进行了彩排。那天以李
季为首的黄骅文工团全体人员
观看了彩排，李季对我们的演
出给予了较好的评价。正式演
出前，学校总务处主任亲自负
责票务工作，还真有一点一票
难求的意思。”

“1960年，因灾荒严重，学
校难以办下去，在领导同意
下，停办了一年高中。停办期
间，留一部分学生为解决全校
生活需要，组织去南大港捕
鱼。当时，南大港水面很大，
我带队到了大港边的一个小村
——尚庄子，借了一只小船，
开始捞港菜、打鱼。生活艰苦
就不用说了……”

“1962年秋，奉上级指示，
我带五班十几个学生到村里帮
助收秋——刨山芋。这十几个
大小伙子都分别住在老乡的几
间房子的大炕上，和我同屋的
有窦家秀等四五人。我们劳动
的这个村是丁村公社董二庄。”

杨钧啟老师等这些黄骅中
学的老前辈，在艰苦的日子里
活出快乐，在繁重的工作中练
就能力，让平凡的生命散发光
芒。如果真能有穿越，他们看
到今日的黄骅中学会有怎样的
感想？是感慨，是深爱，还是
厚望？

黄中就是一支团队，每个
开拓者都是一束光芒。无数束
光芒凝聚在一起，照亮前进的
道路，开拓出黄中的辉煌。

黄中就是一条河流，每个
加入者都是一朵浪花，无数朵
浪花团簇在一起，腾跃起奔腾
的气势，勇往直前不可阻挡。

黄中就是一片沃土，每个
追随者都是一株碧树，无数株
碧树排列在一起，支撑起时空
的隧道，精彩了历史惊艳了家
乡。

有人说，时光很美，让人
留恋。其实美的不是时光，美
的是没有辜负岁月的 生 命 。
70 年来，无数教育前行者把
青春和热血无私地献给了黄
骅中学，而黄骅中学也因永远
吸纳充盈着年轻的生命而永葆
青春。

祝福黄骅中学，
祝福黄骅大地，
祝福祖国母亲，
明朝更靓丽！
（1980—1983年作者曾在黄

骅中学任教）

““文盛武兴文盛武兴””看沧州看沧州

一
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历来被武术界

人士所重视，这一届比赛显得尤为重要。
“武乡比赛”本来每年一届，因疫情原
因， 2019 年举办第 16 届“武乡比赛”
后，时隔4年，才迎来这届比赛。比赛由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
术协会、吉林省体育局、四平市政府主
办，涵盖全国129个传统拳械种类，赛事
规格高、竞赛设项全、影响范围广。从某
种程度上说，全国各个“武术之乡”水平
如何？在这场比赛中可窥斑见豹。

在以往的“武乡比赛”上，我市代表
队成绩斐然：第 14届比赛，总分第一；
第 15届比赛，总分第二；第 16届比赛，
总分第一。攻擂容易守擂难，面对这届比
赛，沧州市体育局高度重视，专门制定参
赛选手选拔机制。经过层层筛选、好中选
优，共派出20名运动员参加40个单项、1
个对练项目、1个展演项目、1个集体项
目的角逐。

谁知，比赛临近时，突发情况一再出
现：先是一名队员父亲病重，不能出征。
此时，距离比赛只有半个月了，在项目、
组别、性别都不改变的情况下，来自孟村
回族自治县的运动员张峰临危受命，参加
了2个单练、1个对练、1个集体项目的4
场比赛。比赛前两天，另一名队员临时接
到紧急任务，无法参赛。这样一来，原定
的20名运动员只有19人赶赴赛场。

在这种情况下，参赛队员克服运动伤
痛等困难，团结拼搏、不畏强手，以近乎
完美的技击动作、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参

加比赛，共斩获25块金牌、11块银牌、3
块铜牌、展演项目特等奖、集体项目（拳
术）一等奖，以总分129分的成绩再次蝉
联全国冠军。

二
这届比赛新增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集

体项目，一个是展演项目。两个项目，我
市代表队都勇夺第一。沧州武术节庆活动
管理中心主任马文艳说，第一的背后，凝
聚着众多武术人的心血和付出。

集体项目注重的是演练整齐划一、编
排新颖独特、演练技艺高超。我市参加集
体项目的队员来自任丘、肃宁、沧县、孟
村、青县、南皮等县市，平时很难凑在一
起训练。孟村开门八极拳传人、武术家吴
大伟邀请大家到八极拳国际培训中心集训
3天，并免费提供食宿。这个集体项目编
排架构完整、选手配合默契、整体效果震
撼，以9.07的高分获得第一名，从独特视
角展示了武乡沧州深厚的积淀与实力。

我市代表队精心编排的展演项目中，
7 位运动员登场，表演了 7 个拳种器
械，有敬学才的劈挂拳、祁明松的燕青
拳、常玉刚的八极拳、宋宗信的形意
拳、苗晓兰的戳脚拳、王刚的苗刀、宋
志强的阴手枪……这些拳种器械展现了沧
州武术的风格特点和高超的技艺水平，得
到大赛组委会的高度赞誉，被授予特等
奖。还受邀在闭幕颁奖环节再次登台亮
相，受到全国武林同道的高度赞赏。

三
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刘永福说：“这

次比赛，竞争太激烈，守擂太不易。但沧州
武术基础厚、实力强、方略好、战术精，而
且我们是真重视、真用功、真管理、真创
新，才能在如林强手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中，4名运动员的表现尤为值得一
提。他们是苗晓兰、张梅、吴昊、李浩。
他们都以近乎完美的表演，名列两项个人
项目的第一名，各自为我市代表队贡献了
10分。

来自肃宁的戳脚名家苗晓兰今年 63
岁，几年前曾出过车祸，很长一段时间无
法习武……正当全国武术界为之唏嘘惋惜
时，没想到，苗晓兰再一次精神抖擞地出
现在了赛场上。“鸳鸯脚”“穿墙脚”“穿
梭腿”，“八宝藏剑”“纯阳醉酒”……戳
脚拳与戳脚剑演练下来，艺惊全场。

张梅来自孟村，和哥哥张峰一起自小
拜八极名家吴连枝为师学武。53岁的她
身形矫健敏捷。在她的演练下，八极拳沉
稳勇烈，如虎下山；六合枪简洁明快，矫
若游龙。“孤雁出群”卓尔不凡，“巧女纫
针”俊秀灵动，“拦拿扎”沉稳扎实，一
展武乡女儿风采。

……
参赛选手们说，我市代表队取得的好

成绩，离不开市体育局的精心筹备和周密
安排。比赛前，他们提前筹划；比赛中，
不断给大家加油鼓劲，并为大家做好服务
和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

刘永福说，在激烈的比赛中，选手们
表现得淡定从容，赛出了沧州武术的水
平，展现了武术儿女的大家风范，可
以说是“老中青少聚伟力，赛场频刮
沧海风”。

深夜，北京卫戍区某部，办公室的灯
还亮着。电脑屏幕前，高魏杨眨动眼睛，
试图缓解眼球的干涩。此时，他已经连续
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对于这样的加班，高魏杨早已习以为
常。身为一名参谋，参与训练筹划和作战
指挥，辅助指挥员决策，每一步计划、每
一个方案在演习训练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在他看来，那些星星点点的作战图“暗藏
玄机”，却充满了乐趣和挑战。

说起对军旅的抉择，那是高魏杨心中
一段难忘的成长记忆。

2010年，19岁的高魏杨站在人生的
十字路口。他想过到普通大学求学深
造，但当他看到每次危难解放军战士都
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奔赴一线时，他被深
深感动，一种家国情怀油然而生。于
是，他毅然决定报考军校。那一年，高
魏杨以优异的成绩被郑州解放军信息工
程大学录取。

而在父母眼中，高魏杨能高分跨入军
校，离不开他多年的努力。

高魏杨出生在河间市时村乡北高庄
村，父母长年外出打工，他从小就勤奋、

独立、坚强。他也将这份坚韧带入了军
营。

初到军营，艰苦的训练生活对于每一
位新战士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军姿4个
小时不倒、早晚5公里训练……高魏杨却
从不叫苦喊累，反而加班加点地刻苦训
练。别人休息时，他不是绑着沙袋在奔
跑，就是一个人悄悄地练单杠、军姿，每
次晚上回到宿舍，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他始终把军事过硬作为立足岗位、建
功军营的标准，平时刻苦钻研，系统学
习、饱览群书，最终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
的参谋。

第一次参与演习筹划，让高魏杨大开
眼界。他意识到，参谋的每一次标图、每
一处落笔都关系到千军万马，只有不断加
强军事理论研究学习，才能成为一名优秀
的参谋。

记得那年毕业，即将分配工作岗位，
为了完成任务，他带着伤病咬牙坚持；记
得刚来到工作岗位，因缺乏经验，许多工
作进展缓慢，他每天看书研究案例，分析
复杂数据，把不懂的问题反复研究，甚至
连吃饭、睡觉，手里都握着资料。

还记得 2022年，部队举办参谋比武
集训，时间紧、任务重，他超常训练，最
终反超全区精英对手，在北京卫戍区“忠
诚卫士-2022”比武中勇夺参谋比武第一
名……高魏杨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断迎接挑
战的步调。自 2010年入伍，从普通士兵
到优秀参谋，每一次都是从零开始，每一
次都拿出了令人惊叹的答卷。

通过努力，高魏杨先后获得警卫第四
团练兵备战先进个人一次、卫戍区练兵备
战先进个人一次，两次获得卫戍区参谋业
务集训总评第二名，2022年参加卫戍区
参谋军官比武获总评第一名并荣立战备
训练二等功，等等。而相比获得的荣
誉，高魏杨更在意肩上的责任。他说：

“是部队塑造了我，让我变得优秀，我
会更加努力。”

高魏杨高魏杨：：能参善谋练尖兵能参善谋练尖兵
本报记者 杨静然

狮 城 好 兵狮 城 好 兵

风采展示风采展示

万家灯火
WANJIA DENGH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