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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静然

余守春像一团火焰，既温暖着
大家，又点燃了每一位创作者的激
情。

在朝花诗社的影响下，泊头的
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影响较大的也有十几个，如齐桥镇
绿韵文学社、富镇富春文学社、四
营乡萌芽文学社等。这些文学社拥
有社员 400 多名，分布在各个行
业，都是业余文艺创作的爱好者，
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很多作
品。

知名作家李子曾撰文回忆当年
的文学盛况，他比喻为“一花绽
放，百花盛开”。

刚刚退休的王义，曾担任泊头
市第二中学校长。当年，他在学校
创办了《春华》《秋实》两个文学

校刊，刊发学生和老师的作品，有
很大的影响力。

“阅读开阔人的视野，写作熏
陶人的精神。因为有了文学，有了
创作，人的内心是丰盈、安静的，
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在这种想
法的指引下，他挖掘学生和老师们
的文学潜力，培养他们的创作热
情，校刊半个月出版一期，深受学
生和老师欢迎。

一篇篇朴实动人的文字背后，
是一个个鲜活而有趣的灵魂，那些
文字从他们的心灵流淌而出，诉说
着内心的情感。

“有的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发
表，备受鼓舞，因此爱上了阅读和
写作。”王义说，可以说，那个时
代造就了一批文学青年。

57岁的张洪昌至今记得那个火
热又激情澎湃的年代。在当年文学
热潮的影响下，他喜欢上了文字，
进而影响了人生的每一步。不得不
说，这影响里有余守春的功劳。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
书对人们来说是奢侈的，即使不
认识几个字，大家也渴望通过读
书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上学时，同
学们知道张洪昌喜欢阅读、爱好写
作，就推荐他去尹圈村的“朝花诗
社”。后来，他便来到了那里，来
到了余守春的家。那时，他还不
到 18岁。

余守春讲四大名著，讲中国文
学史，引经据典、读诗诵词，有时
在家里，有时在梨树下、庄稼地，
那些动人心弦的文字，一下子为张
洪昌打开了一扇窗，给了他一双看
世界的“眼睛”。听着听着，一会
儿哭了，一会儿笑了，他被文学的

魅力所折服。从此，他一有空闲就
去余守春家里听课，和大家一起交
流。有时一待就是一天，中午就在
余守春家里吃饭。一个个炽热的目
光，透露着他们对知识、对文学的
渴望，而他们大多都来自附近的村
庄。

对于张洪昌来说，那里就是梦想
开始的地方。如今回想，历历在目。
因为有一定文字功底，他一直从事文
字工作，也从乡间走到了城市。

当年，四面八方的年轻人来到
这里，又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有
的从农村走到了城市，命运因读书
而改变；有的孜孜求学，出版了多
部著作；有的虽没有从事文字工
作，但依然坚持写作，写生活、写
人生。当年的文学社，带给大家的
不仅是书页上的文字，还有那些文
字迸发出来持久激荡人心的温暖而
又坚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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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泊头文学社的代表人物，就
不得不提余守春。当年，他在自家三
间土坯房创办“朝花诗社”，成了无
数文学青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泊头市文庙镇尹圈村——一个
三面临水、果林密布的村落，余守
春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1982年4
月，刚刚 20岁出头、担任公社团委
副书记的他，辞职不干了。他的心里
装着一个文学梦，这个梦儿时便已种
下。

余守春的父母都会唱民歌，尤
其是父亲，有一套现编现唱的功
夫。村里有什么喜事，他往那一
站，出口成曲。余守春曾整理出一
大本父亲的唱词，可父亲一字不识
——8 岁当长工， 12 岁扛活、挑
水，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
过农委会主任、大刀队队长……父
亲的爱好熏陶了他，父亲的经历启
迪了他。

读中学时，余守春在日记上写
到：“运河的水，驮着我的欢乐漂着
我的愁……”语文老师说：“这是
诗！”大概就是那时，诗歌像一粒种
子，在余守春的心里生根发芽。
1981年 1月，他的诗歌入选《河北
文学》，8月又敲开了《诗刊》的大
门……

余守春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后，
慕名来找他的年轻人不少。接触中
他发现，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普遍提高，也有了精神生活的需
要。1982 年 7 月 4 日，10 多名青年

汇聚在余守春家的土屋里，成立了
朝花农村青年业余文学小组，余守
春任组长。

“我们也许永远做不了诗人、作
家，但一定要做一个新型的农民，
做一个正直、有责任感、有较高情
趣、热爱生活的好青年……”余守
春说，大家制定了“组员守则”。从
此，他们每个月相聚一次，交流创
作、读书的体会。有时，他还为大
家讲授文学创作和其他社会科学的
知识，制定下个月的读书、创作计
划。然后，将大家的作品出版在他
们自编的《朝花》双月刊上。

他们的眼里闪烁着文学的光芒，
白天围着庄稼转，晚上沉浸在自己的
天地，抒写心中的诗和远方。

时至今日，余守春永远也忘不了
那个黎明——1982年 10月 24日，他

和文友捧着刻了一个星期、印了一个
通宵的《朝花》创刊号，一路又蹦又
跳，难掩激动之情。

当时，文学社社员的创作热情高
涨，几年时间，就写出了 500 多首
诗，40多篇小说、散文、评论，读
书笔记、生活札记1万余篇，很多作
品被刊发在《诗刊》《星星》等知名
文学刊物上。

余守春更是一头扎进了诗歌的土
壤，不管是在地里干活，还是和家人
吃饭，只要灵感闪现，他就会立即投
入创作。1983年，《无名文学》刊发
了他的一组诗，就是在夜里浇地时写
的：“如果人生是一棵大树，知识是
它的叶子，果实是它的价值，每一个
钟头则都像是一朵花。”风云雨雪、
四季轮回，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他创
作的源泉。

随着越来越多社员的文学作
品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朝
花》 也在全国引起了反响。1984
年 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
广播电台记者来到尹圈村采访，建
议小组改名为“朝花文学社”，后
来改名“朝花诗社”。不久，电台
通过 38种语言向世界各国介绍了
这一民间文学组织。田野中生长
的“朝花诗社”，一时间引起了全
国关注。

那些或鲜活或深邃的文字流淌
出的情感，如此动人且令人难以忘
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
加入。社员从最初的12人扩展到本
地 27 人、外地若干人，“朝花诗
社”分社更是多达 130多个，遍布
全国。而公刘、刘小放、李子等文
坛响当当的作家，都曾当过诗社的
顾问。

《朝花》有了名气后，全国各
地农村青年的来稿、来信雪片般飞

来，余守春从一封封来信、来稿中
读出了千千万万农村文学青年的激
情和对新生活的呼唤，他真切地感
到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诗歌时代
到来了。

1984 年，朝花文学社被沧州
地委命名为“建功立业”模范单
位； 1985 年，被团中央命名为

“全国新长征突击队”；1988 年，
被收入 《世界著名文学社团名
录》……

1984 年，时任中共河北省委
第一书记的高扬亲自写信：“一小
群想做诗人的农村男女青年逐渐

赢得了一点声名，这自然是十分
可喜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新
现象……”他还接见了余守春，
鼓励他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作
品。

回望 20世纪 80年代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余守春说，那时的诗
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热
血伴真情，纯粹加天真，对社会有
一种可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
们用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丰富细
致地展现了中国乡野巨大而深刻的
变化，他们既是时代的书写者，也
是被书写者。

芬芳沃野孕育诗心

从乡间走向全国

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80多年前，肃宁县付家佐镇葛家庄
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走出过一位青
年，后来成为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
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就是
李玉琪。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参与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他
把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保家卫国的
国防事业上。

投笔从戎 抗击日本侵略者

1924年 4月，李玉琪出生在葛家庄
村，兄弟姊妹 3人。当时的李家是附近
的大户人家，生活无忧、天资聪颖的李
玉琪自小就读书识字，知书达理。1939
年，年仅 15岁的李玉琪毅然投笔从戎，
参加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他征战南北，历经多次惨烈的战斗。

战争中，李玉琪多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但他从不畏惧。1942年，在冀中反

“五一大扫荡”时，因被鬼子包围，他
临危不惧，突破了封锁，脱险归队。由
于作战英勇，他参军第二年就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还被冀中军区评为模范党
员。

李玉琪所在的三十三团，前身是孟
庆山创建的河北游击军之一部。1938年
5月改编为第八路军第三纵队第十支队
（即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 第三十大
队。他们依靠人民群众，活跃在冀中安
新、雄县、任丘、蠡县等地，沉重地打
击了日本侵略者。

1940年 6月，为解救被敌人抓去的
抗日地方干部，李玉琪所在的三十三团
二营趁夜袭击了肃宁县东青口据点，将
人救出，还打死数名敌人，缴获了枪
支。在敌援军未到前，迅速撤出战斗。
1940年 9月的一个黑夜，三十三团二营
在梁村敌据点，与敌人激战两个小时，
全歼敌人，缴获步枪、手枪数十支，被
当时的《晋察冀抗敌报》刊载，十分鼓
舞人心。

后来，李玉琪还参加攻打付佐、袭
击玉皇庙、解放任丘等多次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李
玉琪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平绥路战役；
1947年12月下旬至1948年4月，他率部
参加涞水战役和察南绥东战役。平津战
役期间，李玉琪所部会同兄弟部队全歼
国民党军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在战
火的淬炼下，李玉琪由一名战士成长为
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也终于迎来了新中
国的成立。

抗美援朝 浴血奋战建奇功

1950年 12月，李玉琪所在的 63军
移驻山东省邹县（今邹城）地区整训，
并被任命为 188师炮兵主任。随后，他
们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9兵团第 63
军，作为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参加了
抗美援朝。

陌生的环境、恶劣的天气，李玉琪
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

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势如
潮，出其不意地渡过临津江和北汉江，直
逼其首都汉城。然而随着战役的深入，我
军后勤补给不足的劣势愈发明显。铁原地

区铁路纵横，是通往“三八线”最便捷的
交通枢纽，也是志愿军的后方补给基地。
谁能抢占铁原就掌握了先机。

敌我双方迅速移动，铁原成了必经
要道。

1951年5月30日凌晨，地动山摇的
炮声，震碎了铁原上空的宁静。美军不
断向铁原志愿军的阵地上发射炮弹。此
时，我军迅速布阵，一场血肉比拼也就
此展开。1951年 6月 3日拂晓，美军发
起多路攻击。枪林弹雨中，已是副师长
的李玉琪沉着指挥作战，取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在铁原阵地上，63军挡住了美
军4个主力师、整整14天的猛攻。

李玉琪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根本
没想着能活着回来。一次，他乘坐吉普
车在山间行进，美军的飞机呼啸而来，
前面的两辆车都被炸飞，他们在硝烟弥
漫中穿过去，后面的车也被炸弹击
中.……真是九死一生，战争的惨烈，李
玉琪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入朝作战中，李玉琪所在的部队
还创造了步枪机枪打下美军飞机的神奇
战绩，被传为佳话。

抗震救灾 演绎军民鱼水情

抗美援朝结束后，李玉琪被选送到
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1969年10
月，调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
1971年担任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
谋长。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发生大地
震，李玉琪临危受命，担任抗震救灾指挥
部副总指挥，他率领炮兵两个师、19个医
疗队紧急开赴震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当时正值酷暑时节，他们奋不顾身
地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白
天，战士们挥汗如雨，在废墟里搜寻生
命进行抢救，晚上忍着蚊虫叮咬。救援
初期，物资匮乏，他们把有限的食物分
给伤员吃…….在指挥部的帐篷里，李玉
琪每天都忙到深夜。

100多个日日夜夜里，李玉琪率领
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抢救伤员、安置灾
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任务。

李玉琪对炮兵建设非常关注，倾注
了大量心血。1981年 9月，他协助组织
人民解放军华北大演习，9月中旬在张
家口北部地区举行了一次集我军步兵、
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多军兵种组成
的部队现代化装备大规模军事演习。

1983年，李玉琪服从组织的安排，
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脱下了穿
了一辈子的军装。从军45年，他多次荣
立战功，1955年首次授衔为大校军衔，
并荣获国家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
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
独立功勋荣誉章。

李玉琪对自己家属子女要求十分苛
刻，却时刻把自己的战友、部下和群众
挂在心上，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
捐款捐物。

2014年 1月 3日，李玉琪因病医治
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把毕
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
建设事业，他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本报讯 （杨静然 金连广） 近日，
海兴县党史办收到一笔特殊的“捐
款”——浙江省杭州市退休干部范洪捐
赠万元，用于海兴的红色文化发展。

范洪是抗战时期小山区区长范长寿
的长子，他希望通过海兴县党史办转给
河北好人典型代表、红色义务宣讲员巴
连甲，用于张皮庄村红色爱国教育基地
和烈士陵园的充实和修缮。

范洪出生于革命家庭，有着深厚的红
色情结。他的父亲范长寿1942年至1948
年在小山一带战斗生活，担任区长、区委
书记职务，为冀鲁边小山革命根据地的创
建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广大革命干
部群众中有口皆碑。范洪的母亲姚瑞兰是

海兴县刘王前村人，也曾参加革命、英勇
抗击日本侵略者。1949年，范长寿夫妇南
下，1984年，范长寿病逝，享年70岁。

范洪说：“海兴是我父母战斗生活
的地方，是我最眷念、崇敬的家乡。”
近几年，他多次来到海兴，寻访父母亲
的战斗往事，看望慰问革命家属和亲
人，对海兴的红色革命史有了一定了
解，也整理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
料。国庆节期间，范洪夫妇及家人再次
来到海兴县，参观了张皮庄村红色爱国
教育基地、文物古迹等。他深感挖掘弘
扬红色文化对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的重要意义，于是决定为张皮庄烈
士陵园和红色爱国教育基地捐款。

李玉琪李玉琪

从肃宁走出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从肃宁走出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杨进涛 杨静然

当年当年，，余守春余守春（（左三左三））带领大家学习带领大家学习

李玉琪李玉琪（（后排左二后排左二））和战友合影和战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