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早晨 6点起床，晚上 11点休
息。年过八旬的瓮宝禄，至今仍毫不
懈怠。书房里，他正埋头沉浸在《朗
诵表演与主持艺术》的阅读中。

50多年前，激情四溢的瓮宝禄来
到沧州市人民广播站，用声音讲述发
生在沧州大地上的故事，传递给人温
暖和力量。从此，播音朗诵为他打开
了一片天地，并一生与之相伴。

他说：“热爱即是事业，这是我平
生最幸运的事，即使耗费一生，也值
得。”

天赐好声音注定一生轨迹

瓮宝禄出生在北京，因父亲在铁
路部门工作，一家人随之辗转天津，
最后在沧州安家。

上小学时，瓮宝禄就展现出了得
天独厚的声音天赋——吐字清晰、声
音饱满清脆。很快，就引起了语文老
师的注意。每次上语文课，老师总爱
点名瓮宝禄来领读课文。

至今，他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一
篇课文是黄继光的母亲在儿子牺牲后
写给毛主席的信：“光儿牺牲后，大家
亲切地喊我黄妈妈，我真感到说不出
的光荣，这时我想起了您，我心里明
白，今天的光荣是您给我的……”读
着读着，他的眼眶湿润了，全班也安
静了下来。后来，他从老师同学口中
得知，大家都被他动情的朗读感动了。

初中时，他和家人来到沧州，在
沧县二中就读。校园时光，瓮宝禄印
象最深的还是朗诵。那时，学校没有
餐厅，大家吃饭都是去食堂打来，在
教室里吃。而他总是狼吞虎咽地第一
个吃完，然后为同学们朗读。他一次
朗读一段，竟读完了一部几十万字的
长篇作品。一篇篇感人的故事，在他
抑扬顿挫的声音中生动丰满起来。

后来，5年的军旅生活也从未缺少
朗诵的声音。在部队里编话剧、朗诵
诗歌、主持节目……瓮宝禄说，可能
正是这个特长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勤奋和热爱积蓄起来的力量，正一点
点地向着心中那个梦想靠近。

用真实的思想感情来播音

转眼到了 1971年，瓮宝禄如愿来
到沧州市人民广播站工作。

虽然声音条件出众，但说到专业
的播音主持，他还是个门外汉。为了
尽快适应工作，没事的时候，他经常
一字一句地模仿夏青、齐越的声音，
从音调、发声到语言表达，认真严谨
到尽善尽美。

在儿子的记忆里，半夜醒来，经
常看见父亲在台灯下看书、写文章；
接送孩子的路上，瓮宝禄一边骑车带
着孩子，一边深情地朗诵，一句话要
念上十几遍、几十遍；每隔一两天，
他就去图书馆，把有用的知识抄下
来；他的裤兜里总是塞着各种写满知
识的小卡片，闲暇时就拿出来读一
读、背一背……

因为出色的“夏青”嗓音，市
里举办活动，经常请瓮宝禄来主
持。1989 年 10 月 9 日，沧州市第一
届武术节开幕，近万名武术爱好者
齐聚沧州。第一次担当现场解说，
虽然有些紧张，但清亮的嗓音、流
畅的话语，让人们一下子记住了瓮
宝禄的名字。

从此，第二、三、四届武术节，
全国武术散打比赛等重大活动，都能
看到瓮宝禄的身影，他浑厚稳健的声
音也一次次激荡人们的心旌。

然而，这些活动背后的付出，也
不言而喻。

为了解沧州武术，瓮宝禄《武术
辞典》《沧州武术志》翻看了一遍又
一遍；为解说好体育比赛，他无数次
观看宋世雄的解说录像，边看边做记
录；当年 50岁的他依然可以灵活地主
持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活动……历经
半个多世纪的播音主持，瓮宝禄逐步
形成了大气稳健、遒劲潇洒的播音风
格。他曾说，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有

一句话印象尤为深刻。“齐越老师
讲，用真实的思想感情来念这些稿
件，不是像演员演戏，要实事求是、
融入进去。”这句话，影响了瓮宝禄
的一生。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从广播站到宣传部，再到 2003年
从原文化局退休，光阴老去，热爱不
减。瓮宝禄退休后，虽然放下了主持
的话筒，但他的生活依然离不开钟爱
的播音朗诵。

退休后，时间充裕了，瓮宝禄开
始借助网络系统学习播音朗诵的专业
知识，和网友们互相交流学习。他的
朗诵声音浑厚动听，充满磁性，而且
能够驾驭各种题材，给小朋友讲故
事、诵读古典诗词、朗诵现代名篇，
他都信手拈来。渐渐地，他成为网络
朗诵界的知名人士。在网上开办的朗
诵课堂，也受到众多网友们的欢迎，
大家纷纷慕名拜他为师。当时，网上
有不少这样的课堂，且收费不菲，而
他坚持义务讲授，不遗余力地推广汉

语言文化。他的学生中，全国各地的
都有，还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家的汉语爱好者。

他把自己的朗诵经验，无偿地教
授给声音艺术的爱好者们。2020年，
他自费出版了《青少年朗诵表演与艺
术》一书，供大家学习。瓮宝禄还建
起微信群、微信课堂讲解朗诵艺术，
不辞辛苦地组织线下朗诵活动。

2016年，市图书馆朗诵艺术团成
立后，瓮宝禄作为顾问，策划组织活
动，孜孜不倦地指导朗诵爱好者，年
近八旬，依然乐此不疲。“铁狮情”朗
诵会、“大美沧州运河情”朗诵会、
《走进诗经 感悟经典》朗诵会等，策
划举办了100多场专题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瓮宝禄……”熟悉
的声音响起，81岁的瓮宝禄依然在语
言艺术这条路上思索着、前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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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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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岁的张迪是南皮
县潞灌镇东唐村人，12
年前因血管瘤破裂导致高
位截瘫。很长一段时间，
张迪都无法接受这个现
实，感觉人生失去了任何
希望。

直到 2020 年，在南
皮县相关部门的帮助下，
张迪来到北京参加希望之
家“金种子”培训项目，
接受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
训练。这次经历，成为他
人生的转折点。

活动中，张迪认识了
众多病友，他们互相交流
着从轮椅挪到床上的动作
技巧，如何做到如厕不出
糗，甚至一起笑着讨论各
种“尴尬”。同时，他也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一系
列生活自理技能和心理重
建课程的考核。

张迪的内心悄然发生
了改变：“我们的身体可
能和别人不同，但我们一

样可以对生活有积极的态度，一样可以用
双手去成就自己。”

希望再次燃起，他也逐渐打开了封闭
的内心。回到南皮，他有了新的人生目
标：靠自己的双手养育孩子、孝敬父母，
能为更多病友带去希望。

他积极联系，跑办手续、张罗设备，
让“金种子”项目落户南皮。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2022年8月，南
皮县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成立了，张迪担
任指导老师。他联系了来自全市 11位脊
髓损伤患者，来到生活重建训练营，让大
家重拾生活的信心。

泊头的张海波，在妻子的陪伴下来到
训练营。原本连刷牙、洗脸都需要妻子照
顾的他，并未期望自己能有什么变化。但
在病友们的鼓励下，他艰难地举起了水
杯，也拥有了久违的笑容。“我能多学会
一件事，你就能轻松一些了。”张海波笑
着和妻子说。

张迪为伤友们建立了微信群，从开始
的 11人，到现在已经拥有 130多人。“我
们经常在群里分享康复知识、生活技能，
希望能给更多的人带去希望，加入到我们
的行列中来。”张迪说。此外，他们还引
进了“手工钩织的美丽工坊”等多项适合
残疾人居家就业的项目，为更多残疾人带
去工作机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
残疾人受益。”他说。

诗香飘进烟火里诗香飘进烟火里

““油条哥油条哥””碰词碰词““煎饼姐煎饼姐””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同年加入诗词群

一大清早，天还未完全亮，
沧州市区维康路就开始热闹起
来。在街东头的一间门市里，昏
黄的灯还眨着惺忪的眼睛。灯
下，金黄的油条，香喷喷的豆
浆、豆腐脑，大快朵颐的人们，
有的咂摸着香味，有的则把注意
力放在了门口的一块黑板上。

“偶凉夏日访青林，石上静听
流水音。浅醉风还吹淡淡，问候鸟
总对吟吟。一怀往事酿成酒，半世
笑谈调入琴。最是诗田勤灌水，莫
将秋时付春心。老高，你今天这首
《谢友词》是写给哪个朋友的啊？”
一位食客高声吟诵着诗歌问。

“赵宝荣，一位诗友。”“老
高，这些年吃着你的油条，还学
着诗词，真是一大乐事啊。”一阵
欢笑间，老高与诗的故事也意味
悠长起来……

高洪彬是东光县灯明寺镇东
源流寺村人，上学时就喜爱文
学。初中毕业后，来沧州打拼。
起初干厨师，后来卖早点。今年
54岁的他从事炸油条的行当已有
30多年，生意一直很好。这得益
于他对食物制作的严格把关，还
有就是，他的生活里不仅有油
条，还有诗和远方。

2012年，老高有了电脑，偶
然加入了一个叫作“心灵成长”
的 QQ群。这是一个文学群，每
天有老师讲解诗词知识，这可让
老高有了找到组织的感觉。格律
平仄在他的脑海中奏起了高低起
伏的音乐。这“音乐”让他着
迷，从此，一心二用起来。他边
学边创作，白天，油条在锅里翻
滚，他的诗也在脑子里回旋。下
午收拾完后，他就在电脑上学习
诗词，一坐就是半天。有一次吃
饭时，因为想一个字，筷子夹到
了盘子外面。清晨的红日，傍晚
的夕阳，晴朗的星空，流水的月
光，雀跃的小鸟，淙淙的流水，
身边的每一份感动、每一张笑
脸，都走进了他的诗词里。

同他一样痴迷的还有一位
“煎饼姐”吴红立。吴红立是肃宁
人。2005年，她和丈夫带着女儿
到沧州经济开发区定居。后来，
学会了摊煎饼的手艺，支起了煎
饼摊。

同是 2012年，吴红立刷手机
时，无意间看到一位 QQ好友创
作的诗歌。优美的文字吸引她忍
不住读了一遍又一遍。埋在吴红
立心底深处的诗歌情结被唤醒
了，之后由朋友拉入了“心灵成
长”群，和老高成了群友。

相同的经历和心境，字里行
间渗透着对朴素生活的深切感
受，他们的诗一时间成为大家口
里的“好诗”，二人也被诗友们称
为“草根诗人”。

柴米油盐皆成诗

“面粉些些加净水，千柔百醒
盛盆，红炉加热火需温，清油翻
细浪，香味与人人。闻说油条皆
老道，吾言岂可同云，凡情正反
两篇文，人生需历练，浴火塑金
身。”这是高洪彬早年书写的《油
条赋》，鲜活的画面，满纸馨香，

把对人生的思考赋予美食言志，
细腻且豁达。这些年，关于美食
的诗词，老高已经创作了几十
首，豆浆、豆腐脑、茶叶蛋、炸
酱面、包子、饺子等皆可入诗。

在看到老高的 《油条赋》
后，吴红立在自己的旧餐车旁也
写下了《煎饼赋》：“各色杂粮与
净水，随心画个圆圆，香葱鸡蛋
最争妍。辣椒温肺腑，面酱一层
鲜。检点生活原似饼，行来亦有
幸甘，个中滋味自修缘，经时如
细品，回首是清欢。”她还把这首
诗印在了煎饼的包装纸上，至今
已送出去5万多份。

你写个茶叶蛋，我也写个茶
叶蛋；你写个麻雀，我也写个麻
雀；你写个豆腐脑，我也写个
豆腐脑；你写个喜鹊，我也写个
喜鹊……二人“碰词”的快乐，
更促进了对诗词的痴迷和热爱。

记录烟火生活，用普通的语
言写出不普通的韵味。在诗人的
眼里，一切都是心灵的大餐，都
可以化作精神的力量。每年母亲
节，老高都会写下对母亲的深
情；疫情期间，他几乎每天都有
创作，40余首诗歌表达了抗疫期
间的情感；走在运河边，感受四
季变换，运河的春夏秋冬蕴含在
诗词中，展现着独特的美。

酸甜苦辣诗中留

生活的艰辛，如果以诗的形
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一个情感的
出口。爱诗之人沉浸其中，就有
了自己多彩的世界。老高欣赏杜
甫、苏东坡，吴红立亦是。

去年7月的一天，老高所租的
房子着了火，他的藏书和字画全部
付之一炬，家庭损失 10多万元。
老高因此遭遇一度两个月没再动
笔。诗友们请他吃饭、逼他写诗，
他也只是哀怨一语。那段时间，为
了调节心情，他每天都读苏东坡、
杜甫、刘禹锡，在一字一句中不断
开拓心境。

说起这些年的打拼，吴红立
只有艰辛二字。10多年来，她每
天都与深夜的月光相伴，新鲜的
蔬菜在她的刀下成碎成丝。无论
春夏，无计风雪，吴红立煎饼摊
上始终冒着袅袅的热气和香味。
尽管有沧桑，但诗意上心头，心
里就是暖的、满足的、幸福的。

因为诗，他们互为老师；因
为诗，他们都成了老师。老高店
面所在的小区，有一家人是他的
常客。品美食赏诗词是一家人每
天的早餐内容，看着老高美好的
诗词，妈妈特意邀请他教授女儿
古体诗写作。在老高的几次辅导
下，小女孩的作诗水平提高很快。

吴红立则受邀为一位鸡蛋供
应商写了一首《鸡蛋》：“恰是椭
圆藏混沌，清黄暂且封存，阴晴
冷暖隔重门。一枚一世界，内里
有乾坤……”以此来鼓励他，通
过努力，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人
生。

“真希望在大运河两岸，有相
呼应的煎饼摊和馃子铺，为亲近
运河的行者们奉献出一道美餐，
并让诗香沿着亲水平台蔓延开
来，飞向远方！”这是诗人陈同斌
文章最后的一句话，若能如愿，
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道德模范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身边好人

文明家庭事迹文明家庭事迹

近日，我市诗
人陈同斌的微信公
众号上，一条“油
条哥”碰词“煎饼
姐”的小文，引起
了很多市民的关注
点赞。诗香伴随着
美食的鲜香，化作
缕缕生活的甜香，
飘进了运河人家的
烟火生活里……

这 位 “ 油 条
哥”就是高洪彬，

“煎饼姐”名叫吴
红立。二人来自于
不同的地方，却有
着类似的经历、同
样的诗情。他们用
朴素的语言书写着
鲜活的生活、励志
的情感。

谱写童谣宣传消防知识；主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展馆”
和“两史教育馆”，每周坚持讲
课；作为我市老干部党史宣讲团成
员，到处授课讲党史……这样忙碌
而充实的生活，很难和耄耋老人联
系在一起。而在 88岁的武春章身
上，却是常态。

20多年前，武春章离开了陪
伴他半生的三尺讲台，但他的生活
依然离不开教育事业——创作消防
歌谣，宣传消防知识，关注青少年
的成长和家庭教育问题。在他的影
响下，一家三代六人都从事教育职
业。

桃李自芬芳

武春章教师梦的种子，儿时便
已经种下。

他生长在肃宁县邵庄乡朱家
庄，祖辈都是靠土地吃饭的农民。
家中虽然不富裕，但为了能让孩子
上学，一家人省吃俭用地过日子。
就这样，1952年，武春章考入了
原泊头师范学校。毕业后，原本可
以到城市里教书，他却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农村。

“吃过上学的苦，便更加理解
农村学子的艰难。”武春章说。

1955年，20岁的武春章第一
次登上讲台。那是一个仅有几十名
学生的学校，教室是村里一座破旧
的庙，讲台和课桌是用砖头和木板
搭成的，学生坐的是从家里拿来的
简易小板凳，有的学生干脆席地而
坐，没有一个学生有书包，都是抱
着书本来上课的。

第一天上课，面对一双双懵懂
的眼睛，年轻的武春章很紧张，但
内心很坚定。那一刻的坚定，陪伴
了他一生。

那些年，武春章在学校里是
“孩子王”，他不仅给学生上课，还
带着大家玩耍、做游戏，寓教于
乐。

后来，他走遍了大半个沧县，

从薛官屯小学、崔尔庄小学，到马
坦中学、西花园乡中学，从小学到
初中，从初中到高中，教师、主
任、校长，他统统都干过，每到一
处都赞誉不断。

武春章热爱教育事业，也得
益于武家的家风。父亲勤劳节
俭，在武春章小时候便立下了严
格的家规——每天早上起来，先
帮家里干农活再吃饭；不是自己的
劳动所得，不能享用；干一行爱一
行，做任何事都要认真对待……这
些，让武春章铭记一生。

夕阳无限好

1995年，武春章退休。放下
粉笔的他，又拿起钢笔，却依然忙
碌。

他喜欢写童谣，围绕着童谣主
题，他创作并出版了8部童谣作品
集，还有两部个人散文集。有的聚
焦趣味知识，有的关注环境保护，
更多的作品还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他希望通俗易懂、朗朗上
口的童谣，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熏陶与教育。

除了创作童谣，他还走进学
校，义务为家长们化解家庭教育的
难点；走进机关，讲党史、上党
课，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他热心
公益活动，曾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创作百首欢快活泼、寓教于乐的小
童谣，编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童谣》，成为全市青少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教材。

社区成立了家长学校，他既当
讲师，又做校长，坚持每月给学生
及家长讲座两次。每次讲课都像当
年备课一样，认真准备。

武春章 88 岁了，但与他交
谈，总会被他那火热的激情所感
染。说到动情处，他会热泪盈眶。
老人家说，因为自己是从战乱与艰
难时期走过来的，所以格外珍惜现
在的好生活、好时代。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社区
的帮助下，成立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室”和“党史国史‘两
史’教育室”。

三代人情牵教育

武春章的老伴儿董桂芬也是一
位乡村教师，这些年，他走到哪里
教书，老伴儿都会跟随到哪儿。他
们对教育事业的坚持与执着，深深
影响了孩子们。

大儿子在北京师范大学取得博
士学位后，任教于对外经贸大学，
大儿媳任北京某中学物理老师；二
儿媳是运河区迎宾路小学的老师。

儿子武建生记得，父亲要求严
格，自己很小就会生火做饭。

“父亲告诉我们不许撒谎，做
人要守信用等，我们也是这样教育
下一代的。”武建生说，父母年纪
大了，自己不管多忙，下班后第一
件事都是赶到父母家，先为老人做
好饭，再回自己家。

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孙女通
过努力，成为沧县纸房头乡中学的
一名英语老师。

在武春章家客厅，悬挂着“优
秀教育世家”的牌匾。旁边，是他
亲手书写的家训——不许说谎言，
对人讲诚信，律己对人宽，不是自
家物，一分不准沾，对人要友善，
百善孝当先，勤俭传家宝，敬业作
奉献。在牌匾和家训旁，是一家五
口人照的一张合影。这是武春章最
喜欢的一张照片。从儿子和孙女的
眼中，他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也看到了未来……

三代教师三代教师三代教师传续好家风传续好家风传续好家风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武春章（前排左一）和家人

油条哥高洪彬油条哥高洪彬

煎饼姐吴红立煎饼姐吴红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