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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村庄还笼罩在薄薄的晨雾

中，大生庄村的村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劳

作。

柳瑞成和队员们起床后第一件事，就

是在工作日志上写下今天要做的事：“去看

看马福兴家的羊长得怎么样了，市场价格

正合适；这几天又有 500多亩地入了合作

社，下一茬庄稼有 2500多亩地集中种植，

管理队伍还得加强……”

柳瑞成，市检察院驻东光县于桥镇大

生庄村工作队队长。在即将退休的年龄来

到农村，带领村“两委”与省供销社联合

推进“村社共建”，带领乡亲们奔富路，走

在了全市乡村振兴的前列。村民们亲切地

称他“大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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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哥大柳哥大柳哥”””和他的驻村工作队和他的驻村工作队和他的驻村工作队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讯（齐斐斐 刘国
政） 在日前结束的“第九
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中，来自盐山县实验小
学、联合小学、新华小学
等中小学校的 13名选手载
誉而归，斩获 10金 10银 6
铜的优异成绩。

“世界传统武术锦标
赛”是由国际武术联合
会、中国武术协会共同主
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是
目前全球武术界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
的大型体育盛会，被誉为

“武术界的奥运会”。此次

锦标赛共有来自 53个国家
和地区的 6649名运动员参
加，设个人、对练、集体
三大类项目，涵盖传统武
术多个流派。

近年来，盐山县教育
局积极做好传统武术的传
承发展，挖掘当地通背劈
挂拳、八极拳、二郎拳等
珍贵传统武术拳种，通过
打造拳种传承基地、开办
公益培训班、开展武术进
校园活动等形式，丰富传
统武术内涵，让更多青少
年体验中华武术文化的魅
力。

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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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金
丽） 为纪念一代文宗纪晓
岚诞辰 300周年，沧州纪晓
岚研究会会长李兴昌新作
《纪晓岚研究论集》近日由
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
正式出版。

该论文集以纪晓岚生
活时代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制度、思想观念
和学术语境为论据，敢于
设想，勇于创新，提出了
诸多独创性和有深层次探
讨价值的具体论断。并以

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加以
论证，具有较强的逻辑性
和借鉴性，为纪晓岚学术
思想的系统化研究提供了
一定遵循，得到业内专家
学者的好评。

当下，“纪学”研究不
断升温。纪晓岚不仅是集
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大师，
也是众多领域文化薪火的
传递者。《纪晓岚研究论
集》 的出版为纪念纪晓岚
诞辰 300 周年系列活动拉
开了序幕。

《《纪晓岚研究论集纪晓岚研究论集》》出版出版

本报讯 （记 者 袁 洪
丽） 动听的钢琴独奏、精
彩的河北梆子、动感的架子
鼓表演……日前，为丰富农
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河间市西九吉乡
狄家庄村举办了“大地欢
歌”村晚主题活动。

这次村晚的所有演员
除了来自西九吉乡群众中
的文艺爱好者，还有河间
市各界文艺爱好者，融合
了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和
经典流传文化，极大地丰
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村晚在激情澎湃的舞
蹈 《朋友的酒》 中拉开帷
幕。随后，萨克斯表演、
广场舞、诗词朗诵等村民
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一次
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赢得大家阵阵掌声。活动
还邀请到365百姓故事汇选

手、河间市“夕阳红”宣
讲团成员张进才，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抗战老兵
徐德龙参战负伤的故事，
让村民们现场感受革命老
前辈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
神。村民狄中义高兴地
说：“很高兴能在家门口看
到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节
目形式非常丰富，演员们
在舞台上表演也非常用
心，希望将来能在村里多
看到这种活动。”

西九吉乡乡长董艳雪
介绍，近年来，狄家庄村
在乡村振兴中取得了喜人
的成绩。群众既是乡村文
化的缔造者，又是乡村文
化的传承者和受益者，她
期待更多的文艺爱好者参
与到乡村文化振兴的大潮
中来，共同书写新时代乡
村文化的新篇章。

狄家庄村大地欢歌狄家庄村大地欢歌
唱响村晚唱响村晚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日前，读者张女士打来电
话，讲述了她接到行骗电话
的过程。她提醒，开学季一
定要慎防诈骗电话。

张女士说，9月10日傍
晚时分，她忽然接到一个陌
生电话。对方是个 男 孩
儿，一开口就叫姥姥，并
对 姥 姥 嘘 寒 问 暖 。 巧 的
是，她的外孙今年考上了
大学，刚刚到学校报到。
她误认为打来电话的就是

外孙，十分欣慰，和对方聊
了好几分钟。第二天一早，
这个陌生电话又打了过来。
这一次，对方着急忙慌地
说，自己不慎撞倒了一个
人，那个人伤了脑袋，要做
手术，需要 10万元钱，请
姥姥千万不要告诉父母，并
想办法把钱汇过来。张女士
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她赶紧
和孩子母亲联系。经过核实
证明，这就是一个诈骗电
话。

开口叫姥姥开口叫姥姥 原来是骗子原来是骗子
开学季谨防电话诈骗开学季谨防电话诈骗

为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近日，运河区金
狮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辖区幼儿园开展了“爱苗护苗
守童真”活动，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阅读在
辖区内蔚然成风。

张福丽 摄

57岁，主动提出包村帮扶

村民们亲切地称柳瑞成为“大柳
哥”。“大柳哥”是一名退役军人，曾在
多个部队任职 20年，转业前任海航独立
第五团副团长，2000年 9月转业至市检
察院工作。多年来，他一直秉承着军人
风格，以军中姿态投入地方工作。

2021年底，57岁的柳瑞成为推动检
察队伍年轻化、专业化发展，主动辞去
了市检察院检务督察部主任职务。当领
导问他下一步工作设想时，他平静地
说：“让我去单位包联村开展帮扶工作
吧。”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说了两个
字：“没有。”

就这样，2022年春节刚过，柳瑞成就
和同伴们踏上了乡村振兴之路。寒风凛冽，
但踏进大生庄村的心情却暖如春风——市
检察院自 2016年初开始帮扶大生庄村，
到柳瑞成已是第五任工作队队长。

大生庄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现有
村民 270户 1021人，有耕地 3400亩，主
要经济作物有小麦、玉米、油葵等。村
子过去曾是省重点贫困村，2016年底全
村整体脱贫，2020年底 22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脱贫。

看着平坦的柏油路，随处可见的绿
植，以及洋溢在人们脸上的笑容，柳瑞
成心中暗想：“这就是临近退休的休养地
啦！”但是这样的想法只持续了很短时
间。当他通过在农户家中摸排，从村民
口中得知村中的发展现状时，他的“休
闲梦”破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番决心
——一定要让大生庄富起来。

推动“村社共建”，村集体
一年收入50万元

“柳书记来了后，我们搞起了集体种
植，一亩地给承包费800元。我们还可以
给村集体打工，今年光浇地这一份工
作，我就挣了6000多块钱了。”村民马长
军掸了掸裤腿上的泥水，笑呵呵地给我
们算了笔账。

马长军今年 73岁，儿子儿媳在外打
工，家中的 15亩地是他和老伴儿的经济
来源。“往年一亩地，好的年头，不算人
工，除去成本，能赚 1000块钱左右。集
体种植后，也解放了劳动力，我们还可
以多挣一份钱，年底集体还有分红，三
项收入加起来，我们能多收入一半，这
样的好事做梦都没想到啊！”

马长军所说的集体种植就是“村社
共建”。“村社共建”是河北省委组织
部、农业农村局和供销社为推动农业农
村发展、确保粮食安全采取的一项重要
措施。通过村级党组织负责流转村民土
地，供销社负责统一开展“耕种管售”
全过程管理。收获后，收益协商分配。

“老百姓的干劲儿足了，我们村干部
也有荣誉感，这多亏了检察院的大力支
持！”村党支部书记马瑞广说道。

刚到村中开展帮扶工作时，柳瑞成
总结了阻碍村中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
是土地问题。村中 3400多亩地，几十年
一家一户，人拉肩扛，人工付出很多，
但收入不高，赶上受灾，还都赔钱。基
于这个原因，柳瑞成有了最初的思路，
那就是一定要整合土地，进行集体种

植，筑牢乡村发展的根基。
说干就干。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

算明白账，征得了大部分村民的支持。
在东光县委组织部的引导和推介下，于
去年 10月和省供销社签订 3年种植合作
合同，开始了“村社共建”。全村 270户
有174户村民自愿加入土地整合，实现集
体耕种土地面积达到 1900 亩，仅此一
项，2022 年全村净增年收益 110 余万
元，村集体收益超过50万元。

面对土地整合暨“村社共建”项目
的落地生效良好局面，柳瑞成带领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经过深入
研究，开启了新的探索实践。首先他
们把闲散劳动力组织利用起来，参加
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服务，比如浇
地、撒肥等；第二把富余出来的农机
具整合组织起来，参加耕种、收割等
活动，最大限度地增加村民收益；第
三是在农产品深加工、特色农业种植
上下功夫，争取新突破，目前已得到
沧州农科院农技专家的支持，试验田
试种了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特色农业
产品。同时在牧业渔业养殖方面进行
了有益尝试。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在日常走访中，他们了解到马宝珠
一家发生较大变故。马宝珠因双目失明
生活不能自理，爱人身体不好，外出打
工受限，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针对
这一情况，他和队友们及时上报纳入防
贫监测，制定帮扶措施，为他申请办理
了低保待遇，使一家人生活得到了明显

好转。
在易致贫返贫和危房排查活动中，

对发现的马荣水等5户门窗年久失修或屋
顶漏雨农户及时进行了更换修缮。

村民马福兴是村上的养殖户、退役
军人，也曾是村上的老支书。为了增加
他的养殖收入，柳瑞成和工作队员积极
出主意、想办法，多方联系，积极引进
新品种。看着收入不断增加，老人脸上
乐开了花。

为保障村民健康生活，他们坚持每
年为本村 65岁以上老人及建档立卡脱贫
户、五保、低保等特殊人群进行免费体
检，并与市人民医院合作，开展了进
村义诊和网上诊疗服务，同时建立了
医疗绿色服务通道。为改变村容村
貌，市检察院驻村工作队协调筹措资
金 300 余万元，修建了村委“两室”
和村民休闲广场，硬化了村内横向 4
条、纵向 6 条街心路面。特别是修通
了王喇至辛霞路近 5 公里长的乡间公
路，彻底结束了沿线各村到于桥镇政府
绕行 10 余公里的历史，这条路被乡亲
们亲切地称为“幸福路”。

2022年“七一”前夕，柳瑞成和队
友们协助市检察院机关党委组织 9个党
支部的党员代表一同在大生庄村开展了
一次生动的主题党日活动。分别与村党
支部和 8个建档立卡脱贫户建立了一对
一结对帮扶联系。既丰富了党建内容，
也为坚决防止返贫致贫再上一道保障。

金秋时节，丰收在望，柳瑞成和队
友们这几天正忙活着今年的农民丰收
节，让大生庄富起来的梦想正一步步实
现。

凌晨 5时多，一声清脆的哨声划破
寂静长空，回荡在海兴体育场的上空。
几个中年人身着球服上场，带球、急
停、转身、射门……动作行云流水。他
们的一天是从一场足球比赛开始的。

如果不是别人介绍，很难相信这是
一支平均年龄“40+”的业余足球队。而
事实上，这支由 55人组成的球队里，40
岁以上的球员占了大半，还有 7人年龄
超过了 50岁，大家不约而同为球队起名
为“老男孩儿”足球队。

球场如生活，他们用认真、积极的
态度，追求着人生“下半场”的精彩。

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足球的故事

57 岁的张洪根是球队里年纪最大
的，他长在上世纪 70年代。那时在小县
城，别说是踢足球，在家里电视上观看
足球比赛都是一种奢侈。直到上大学
后，丰富的体育课程让他喜欢上了足球
这项运动。

离开校园，张洪根踢足球的爱好一
度被工作和照顾家庭所取代。直到 2015
年前后，海兴县修建了体育公园，里面
设施齐全，偌大的体育场绿草如茵，吸
引了很多人前往。他的足球梦想也再次
被点燃。

彼时，他已到了不惑之年，身体机
能远比不上 20多岁时的活力十足，但绿
茵场上驰骋的身影依旧年轻。很快，张
洪根就在体育场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又
年龄相仿的人。闲暇时，他们便相约球
场，奔跑、追逐、呐喊，仿佛重返青葱

的校园时光，找回了青春的模样。
和张洪根一样，六七个男人望着漂

亮的足球场地，心弦突然间被拨动：“咱
们也组个球队吧。”2017年 5月，海兴

“老男孩儿”足球队成立了。

因为足球，我们不再孤独

个体户、医生、机关文员……“老
男孩儿”足球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
他们来自不同行业，但穿上球衣，都成了
绿茵场上驰骋纵横的足球“勇士”。

为了球队的长久发展，张洪根和队
员们成立了队委会，制定了详细的球队
章程；为了提高球队水平，他们在平时
训练和比赛后反复分析总结，与各地球
队进行友谊比赛。

球队每周一到周五早上都有训练和
比赛，周日下午会举行一场小型比赛，
平均一年要踢 40 多场比赛，包括端午
杯、体彩杯等县里举办的比赛和外地的
邀请赛。

“想赢是所有人的常态，但是只有经
历失败才能更让人清醒和成长。”作为球
队秘书长的杨泰说，和比赛结果相比，
大家更享受比赛的过程。

“一次去盐山比赛，下半场时，我们
球队的一名队员受伤了。比赛结束后，
所有人都跟着去了医院，等到他检查
完、包扎完，没有一个人离开。”张洪根
说，对于足球这类竞技类的体育项目，
伤痛一直是伴随着激情与快乐而来。但
很多时候，那种并肩而战的团结已然让
队员们忘记了伤痛——守门员付国洋每

次训练完，都会把大家的球衣带回去洗
干净再带回来；每次或训练或比赛，杨
泰都把几十瓶矿泉水提前准备好，送
到活动场地；张卫东和年纪较大的球
员负责联系球队所有的活动……无论刮
风下雨，球队都会如约来到球场训
练。即使冰天雪地，留在“老男孩
儿”记忆里的，也是一起扫积雪，清
理出球场的快乐，是球场上征战每时
每刻的激情澎湃。

足球的热血，不仅仅是进球那一瞬
间的欢呼和释放，还有无数不为人知的
日子里的坚持和守望。

热爱并坚持着

这群“老男孩儿”从相互陌生到配
合默契，从踢球随意到形成战术，每位
队员在逐步提高球技的同时，也收获了
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球队的影响力也
在逐渐提升。

欢呼、奔跑、庆祝，激情四射的队

员们深深感染着前来体育场锻炼的每个
人。尤其是学生，他们从这群“老男孩
儿”身上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并加入
进来。而队员们也免费授课，给孩子们
讲解足球规则，教授踢球技法。

作为“老男孩儿”足球队的元老队
员，54岁的孙广文义务担任当地多所小
学的足球教练，每周定期到各学校指导
训练。

“这是足球的力量，它给我们带来快
乐，我们也希望把这种快乐传递给孩子
们，教会他们永远保持乐观积极的心
态，勇往直前地面对人生。”孙广文说。

队员孟晓阳说：“每次进球、配合都
会让人变得更加自信，球场上流淌的汗
水，是足球点燃的激情。足球，让我们
热血沸腾，焕发出青春与活力！”张洪根
说：“踢足球前，身体好几项指标不达
标，踢了几年足球，现在都达标了。”

激情、自信、健康，除了这些，足
球带给大家的，还有那个热爱并始终坚
持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