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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齐斐斐）黄栗留鸣
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凉。在这个桑
椹满枝的丰收季节，“泊头桑椹”杯·
全民读书大赛也迎来了累累硕果，17
位作者的作品从 100多篇征文中脱颖
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

本次大赛的主题为“读书，改变
了我”，由沧州日报、泊头市文广旅游
局、泊头市总工会主办，泊头市营子
镇政府承办。自2022年9月举办以来，
共收到100多篇参赛文稿，刊发了来自
沧州及全国各省市的60多位作者的文
章。他们用细腻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
读书经历、分享了读书感悟、交流了读
书收获。他们的读书故事有的感人至
深，有的励志，有的发人深省，有的意
味深长；他们的文字，有的诗情画意，
有的质朴厚重，有的生动有趣，有的蕴
含浓浓的烟火气。通过与读者的互动，
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进一步营造了全民
阅读的浓厚氛围。

在众多来稿中，不乏对桑椹的深厚
情感。“千年古桑，泊头椹好”，作为

泊头桑椹主产区的营子镇，桑椹种植
面积达两万多亩，全镇桑椹生产加工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达 55 家，

“泊头桑椹”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农业金
字招牌。

目前，正值桑椹的成熟期，6月6
日，将在营子镇举行大赛颁奖仪式。
获奖者与书友将相聚桑园，感受“翠
影若云，桑椹满枝”的盛景。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张国中 王立成
二等奖：燕金城 崔治营 高君柱

王连想 王山城
三等奖：张泽峰 张耀胜 刘耐岗

曹军红 刘文杰 杨金丽 吴雅丽 刘占
文 马胜锁 葛亚夫

前不久，“丰饶中国”品牌论坛在
北京举办，泊头市宇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受邀参展，并获得乡村振兴品牌
强农典型。

在泊头，5月 27日，宇清七星古
桑园桑椹采摘节盛大开启，一排排整
齐有序的桑树枝繁叶茂，桑叶清新蓊
郁，乌紫油亮、颗粒饱满的桑椹半隐
藏在叶下，令人馋涎欲滴。游客们相
约走进古桑林，采摘新鲜成熟的桑
椹，享受着快乐的时光。

看到来来往往的游客，园子主人
黄爱民忙前忙后。52岁的黄爱民还有
另一个身份，是一家年产值上亿元的
环保设备公司的总经理。6年来，黄
爱民与桑椹结缘，跨行创业，先后投
资 1000多万元，将桑椹产业链延伸，
在乡村振兴的土壤里不断深挖。

与桑椹结缘

2017年，黄爱民的环保公司事业
蒸蒸日上。闲暇时光，好友送给他两
瓶红酒，品来口感甜美香醇。聊天中
得知，这红酒竟是用当地的桑椹酿造
而成。

对于桑椹的印象，黄爱民的记忆
一直是童年时屋后的桑树。那时，小
小的桑椹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没想
到，多年后在泊头市营子镇的桑园
里，他被一眼望不到边的万亩桑树林
深深地震撼了。

在这里，他见到了几十年、上百
年，甚至 600年以上的古桑椹树。在
这里，他还见到了村里的老党支部书
记李如胜。

“桑椹不但能做酒，还可以通过发
酵制造出桑椹发酵汁原浆。”在李书记
的院子里，七八十个大缸整齐排列。
李书记在任期间，带领村民种植桑
树，劳动致富，深受大家的爱戴。桑
椹鲜果期有限，结果季节集中，桑椹
果易腐烂。为让村民有更多收益，李
书记开拓新思路，用桑椹做起了酵
素。但由于种种原因，资金周转有
限，这个项目一直停滞不前。

“我给您投资！”那天，黄爱民和
李书记聊了仅一个多小时，两个人惺
惺相惜，便一拍即合，第二天就签了
合作协议。

高价收购桑椹

2018年，黄爱民投资成立公司，
投资1000万元先后建成桑椹发酵汁原
浆加工、发酵车间，桑椹干加工车
间。与农科院食品加工研究所共同建
成了桑椹食品研发中心。

随着公司的建立，黄爱民每年都

要向桑农大量收购桑椹。他时常感叹
桑农的不易，每次公司去桑园收购
时，他都要嘱咐收购价格要比市场高
出一倍。

2021年，收购桑椹持续了一周，
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可等他们收购结
束的第二天，价格马上降下来了。黄
爱民总结规律发现，自己团队的收购
十分影响市场价格波动。

第二年，黄爱民原本可以一周收
购完所需量，他却将团队分三个点，
还将收购战线故意拉长。如此一来，
老百姓的桑椹价格得到了更好的保
证。很多人对黄爱民的做法表示不理
解，甚至当收购临近结尾，收购的大
道上只剩一家时，收购员打来电话，
征求价格意见，黄爱民依然是让价格
坚挺，他心里装的是乡亲们的辛苦。

果农桑椹是否丰收，与天气也有
关。如果桑椹成熟期正赶上雨天，对
桑农们不利。有一年，黄爱民收购桑
椹时，那几天天气预报一连几天阴雨
天，果农们纷纷收起了装桑椹的地
毯，新鲜桑椹无法储存，只能无奈放
弃，这将对果农们损失不小。黄爱民
听闻后，心疼不已。赶紧让李书记在
村里广播，即使下雨，只要桑椹果不
长毛，他也照常收购。于是，村民们
又重新铺上了地毯，露出了笑脸，纷
纷称赞黄爱民是“大爱买家”。

保护7棵老桑树

营子镇古属兖州，汉代属河间国
都乐成县。据载，秦始皇“焚书坑
儒”后，河间王刘德为抢救先秦文
化，广求四方饱学之士，校勘轶籍，
讲读经典。其时，城东古桑成林，万
顷苍翠，硕儒毛苌曾在桑林中讲学，
且鲁国名儒聚集此地传道授业者众，
遂称“鲁道”。迄今此地古桑仍枝繁叶
茂、郁郁葱葱，是我国黑桑椹种植历
史最久远、遗存古树数量最多的地区
之一，现有古桑树600余株。

然而，近年来，有的果农果树收
益不高，欲砍掉改种玉米。百年古树
岌岌可危。黄爱民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多次和村民们沟通。营子镇桑椹
文化历史悠久，桑园内 7棵古桑树更
有 600年以上树龄，至今焕发着顽强
的生命力。

为了让古桑树能更好地得到保护
和传承，2021年，黄爱民以古树为中
心轴，承包了50亩地的桑树林，请专
人规划设计，随后调动工人日夜赶
工，仅3个月就建起了七星古桑园。

桑园建成后，黄爱民将 7棵古桑
树根据树形，分别命名为“水星、木
星、福星、禄星、寿星、喜星、财
星”，游客们可以在此许愿或祈福。这
里还设置了标识牌、文化墙等，人们
可以了解更多桑树种植历史和桑椹
药食同源的功效。穿越千年时光，
桑林下讲学的毛苌雕塑栩栩如生。
观光台上，游客可以俯瞰桑树连绵
成荫。观光台内，布置了石磨、纺
织等操作区，为学生们提供了研学
场所。

利用泊头得天独厚的桑椹种植
优势，黄爱民利用“公司+农户”的
形式，整合了上万亩桑椹种植园，
打造了集餐饮、采摘、观光、休闲为
一体的乡村振兴模式。他还创立桑椹
产品品牌“沧运红”，开发出 10余种
系列产品，获得市场高度认可。

走访运河古巷建华街，在神门口一带，老住户们提到一位守苇子坑的

温爷：“温爷好功夫，他是救火队队长，平时就在镇武庙一带守苇子坑。

上岁数的老人都知道……”

老住户们的话让记者眼前一亮：清乾隆初，古城沧州就有了救火会。

这是沧州最早的民间公益组织，其义举绵延几百年，史料记载，一直持续

到民国时期。记者寻访多年，也未找到知情人。没想到，知情人就在这条

老街！古巷深处，就隐藏着救火会的点点滴滴！

温爷是谁？

老住户说，温爷大号温万海，满族，就住在建华街以南曾经的胜利小

学一带。如今，这里早已翻盖成楼房，楼群间依河坡而建，行走其间，还

能感受到岸边人家的习俗风情。

按照老住户们的指引，我们找到温万海之子、78岁的温胜利，听他讲

述大运河旁200多年的义举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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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通讯员宋怡
诺）5月31日上午，中捷医院举行范力
华追思会暨遗物捐献仪式，范力华生前
好友、领导、同事、家人一起深情缅怀
范力华，并表示将学习、弘扬范力华仁
心大爱、忘我奉献的医者精神。

追思会现场，大屏幕上播放了范力
华的事迹，回顾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
生。当范力华的旧照出现在大屏幕上
时，熟悉她的人们潸然泪下。

范力华是黄骅市旧城镇小郭庄村
人，曾任中捷医院副院长，退休后到
沧州和平医院、黄骅市骨科医院奉献
余热。在 70 多岁身患癌症的情况
下，她坚持工作两年多，发生癌细胞
骨转移后，才同意手术。从医 58
年，她创造了一个个医学奇迹，自己
则活成了另一个奇迹——手术后，自
由行走之余，还力所能及地为别人治
病。范力华获省部级表彰 15次、省
级以下表彰 66次，还几次获得国家

级、省级劳模称号。2021年 1月 26
日病逝，享年78岁。

范力华的妹妹范春华深情讲述了
姐姐的故事，中间几度泪下。她说，
姐姐从医到哪里，就住在哪里，为的
是能及时抢救急诊患者。母亲病重
时，为了抢救危重患者，姐姐一次次
推迟回家的时间，再见面与母亲已是
阴阳两隔。姐姐手术后，曾与她一起
生活了很长时间。朝夕相处的这段时
光，她了解到姐姐拥有更广博的爱、
更深切的幸福。

范力华的老朋友、老同事陈长
青、孙金豹、何淑敏等也讲述了范力
华工作中对待患者和同事的感人事
迹。陈长青说，范力华一生没有积
蓄，虽有些工资，在国家遇有重大灾
害时，也都捐献出去了。她病倒后，
为什么牵动了那么多人的心？因为她
是一名医生，一位有仁心、有大爱的
医生，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医
疗卫生事业的医生！

追思会上，还进行了范力华遗物
捐献，范力华的家人将她生前的衣
物、照片，以及日记、证书、书籍
等，捐献给中捷医院。医院书记刘飞
说，范力华虽然去世两年多了，但她
那身背药箱的洁白身影，早已成为盐
碱滩上最美的风景。范力华的遗物是
宝贵的精神财富，医院一定好好保
管。全院上下要学习、传承、弘扬范
力华精神，并发扬光大。

救火会绵延200多年

建华街与麻姑寺街中间隔着一
条小巷，这就是神门口。这条现在
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巷，曾经却是吉
祥富庶之地。小巷西头直通运河边
的麻姑寺渡口，东头则是镇武庙，
也有人写作真武庙。温胜利记忆中
父亲当救火二队队长时，就在镇武
庙中。

救火会的历史在沧州由来已
久。明清时期，沧州盐行天下，城
市人口密集，店铺与民宅相连成
片，时有火灾发生。清乾隆初年，
有 50 多个热心公益的人自发凑钱
购买水筲、水盆等物，遇有火情鸣
锣为号，义务救火，渐渐出了名。
知州嘉许他们的义举，称为沧州

“义民”，并为他们免除徭役。富商
大户也为之筹资捐款，古城沧州的
第一个义务救火会就这样应运而
生。

他们的义举很快在古城引起连
锁反应。当时沧州城内外共分 5个
坊，每个坊都陆续建起了救火会。
其中，有关建华街这一带的严崇坊
救火会，《运河与城市》一书是这
样记述的：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年），严崇坊在火神祠成立“天
德”救火会，经费由宋德馨、刘怡
园等义捐而成。这个救火会一直坚
持到民国。1916年，当时的沧县政
府发给救火会地契文书，闲地出租
出去种苇子，租金作常年会费。

书中的记述到此结束。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救火会何去何
从？温胜利给我们描绘了一幅 20世
纪五六十年代救火会的情景。

那时，5个救火会已改为 3个救

火队，但性质没变，还是公益的，
遇有火情，队员们还是出义务工。
其中，建华街一带的救火队是二
队，已由曾经的火神祠迁到了神门
口镇武庙中。

“那时，镇武庙的大殿内已无神
像，救火队的救火器材就存放在大
殿内。我父亲是队长。平时没有火
情，队员们各忙各的事情，平时就
我父亲一个人在镇武庙看护消防器
材以及庙旁不远的苇子坑。秋后割
了苇子卖钱，补贴救火队之用。”温
胜利说。

救火会救人于水火，且分文不
取。人们称救火队队长温万海为

“温爷”。一声称呼，尽显尊崇。

队长也是隐世武者

温万海在救火队没有报酬，却
干得很起劲儿，常常一早出门，太
阳落山了才回家。中午饭都由儿孙
们送去镇武庙食用。那时，温万海
在镇武庙干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
是脱坯，二是练武。

镇武庙前有一片空地，他在空
地上脱坯卖钱，维持一家生计。脱
坯是个力气活儿，也是个细致活
儿。镇武庙旁坑多水多，脱坯倒是
个好营生。要脱出光滑有致的土
坯，没有力气和技术还真不行。温
万海脱出来的坯好，很受欢迎，常
常是土坯刚干透，就有人上门来买。

救火队队长身份之外，温万海
还是一位武术家。他是满族，祖上
在朝廷任武职，所以他一出生就领
俸禄，六七岁就习武。后来清朝覆
灭，民国建立，俸银没了，他家家
境也一落千丈。那时的建华街还叫
方家花园，这里有个王家大院，清

末民国年间，出了两位将军，渐渐
发达起来，房舍一再扩建，俨然巨
室豪门。那时，温万海已经结婚，
他的岳父在王家大院当先生，便推
荐温万海给王家大院当保镖，看家
护院。抗日战争爆发，王家人逃到
外地，日军霸占了王家大院，温万
海只能到运河码头拉黄包车，当起
了脚夫。

温万海一生习武，练的是六合
拳。他在镇武庙看护救火队物资和
苇子坑，与人无争，过的是世外生
活。那时，神门口一带有不少习武
者，大家有时会聚到这里，与温万
海一起切磋交流武艺。那时，镇武
庙四周都是水坑，向北，可以遥遥
看见巍峨的水月寺。

温胜利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那
一年。父亲温万海在镇武庙看护救
火队物资时，他年纪还小，午饭常
常由他去送。温万海高兴时，会在
饭后指导他练武术。

“我不是练武的苗子，大哥温仲
石比我大 13岁，他继承了父亲的衣
钵，并发扬光大，后来成为沧州武
协副主席。父亲则一辈子都活在他
自己的武术世界里。”温胜利说。

从镇武庙到张仙阁

镇武庙后来拆掉了，救火队搬
到了与张仙阁相邻的一处院落。

张仙阁在方家花园以南，是一
座两层的楼阁。张仙阁东侧有一处
六间房子的院子。救火队搬来后，
消防器材就放在这里。温胜利记
得，有警报器、双缸人压水泵、水
桶若干，以及镐、铁锨、水龙带等
物。那时沧州的消防事业全靠几个
救火队。温胜利记得，有一次沧州

制酒厂着火，几个救火队推着小
车，载着水筲、水桶、水炮等灭火
器具一起去救火。身为队长的父亲
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参与救火
的，大多是青壮年，大家不惜力
气，奋勇争先。仗义救火的义举，
至今还刻在温胜利的脑海中。

大约在 1953年前后，沧州出现
了木业社、帽子社、制毡社等。当
时一些救火队员便利用救火队的院
房、场地，几个人合伙干起了剁麻
刀的生计，后来演变发展成为沧州
市量具厂。

剁麻刀也叫麻捻，以废旧麻
包、麻绳等为原料，经过水泡、刀
剁、晾晒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其
中，挥刀剁麻最费力。麻捻是中国
传统房屋常用的材料，大到宫殿庙
宇，小到民居私宅，都有用武之
地。麻捻和石灰浆掺在一起，用来
抹墙皮或泥屋顶，可以防止墙皮和
屋顶开裂。剁麻刀只需一把剁刀、
一块砧板，以及收集来的废料。过
去，剁麻刀是老百姓的谋生方式之
一。

因运河边取用水方便，当时沧
州运河一带剁麻刀的从业者不少，
但像救火队员们聚在一起剁麻刀
的，还很少见。温胜利记得，自己
每次去张仙阁看父亲，他们不是热
火朝天地剁着麻刀，就是酣畅淋漓
地舞动拳脚或棍棒，父亲总是一副
兴高采烈的样子。也许，对这位救
火队长而言，义务救火与仗义行侠
一样重要。

再后来，消防事业在沧州逐渐
完善，救火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
他们身上那种仗义助人的公益精
神，一直传承至今，成为“沧州好
人”的精神源头。

时华清时华清 摄摄

今年今年““六六
一一””国际儿童国际儿童
节节，，沧州的孩沧州的孩
子们有了新去子们有了新去
处处。。中国大运中国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成遗产展示馆成
了孩子们的新了孩子们的新
乐园乐园。。

王少华王少华 摄摄

温胜利讲述救火会的故事。绵延几百年的救火会可
谓“沧州好人”的精神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