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写人和镇村，总是感到笔力太
拙，难以描述这个村方方面面的美。
这个运河小村为什么能“出圈”？是
采访中记者最想了解的新闻点。

首先，人和镇本身就有很深的文
化底蕴。虽然建村时间不长，但这个
村和马厂兵营、马厂炮台等近代史上
重要事件有关，留下了很多故事和传
说，是青县地域文化值得深挖的富
矿。这附近的马厂炮台，是大运河上
重要的军事遗存。借助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挖掘乡村历史和故事，成为这
个村庄的文化自觉。

其次，村风和谐文明。100多年
前，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聚居人和镇
经商，讲的是宽厚和善、和气生财，

人和的村名，就来源于此。如今，这
里诞生了青县首家孝老食堂，和孝文
化既源远流长，又闪烁着时代的光
辉。当初，刘子江老爷子自觉担起挖
掘整理乡土文化的重担，就是有感于
自己和村里的老人们一日三餐都在孝
老食堂免费享受，必须做点事回馈村
里。

第三，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村党
支部书记胡宗权想事干、找事干，更
关键的是，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阻
力多大，总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事干
成。移风易俗是这样，孝老食堂是这
样，水上火锅鸡城是这样，挖掘整理
乡村文化也是这样。采访中，他说，
情怀很关键，有情怀才能干成事。得

知刘子江大爷挖掘整理乡村文化后，
他大力支持，包村干部和村“两委”
干部都来给老爷子打下手。

最后，有一支热心家乡文化的队
伍。青县有一支热爱家乡文化、乐于挖
掘整理文史资料的队伍。他们有热忱、
有激情，更有能力，取得了一定的学
术成果。更难得的是，他们乐于走出
书斋，走进民间，为乡村的文化建设
以及各方面建设服务。韩雪就是其中
重要的一员。他既走进来，又领出
去，抖音直播、文艺创作、文化策划
等，给小村腾飞插上文化的翅膀。

天时，地利，人和，相信人和镇
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金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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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是 乡 村 的

“魂”，是乡村振兴的“软

实力”。11月 10日，本报

《抖音里有个“快乐老

头”县文史专家给他做

高参》，报道了青县流河

镇人和镇村 81岁老人刘

子江研究马厂兵营等近

代军事史及村史，并在

县文史专家等的帮助

下，在抖音开直播传播

家乡文化的故事。不少

读者对这个村子红红火

火的文化气象非常感兴

趣，来电询问详细情况。

老报人、著名摄影师王

少华看到后，更是表示

这个村子文化振兴方面

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东

西。11 月 15 日，我们再

次走进了人和镇村。

畅谈小村文化事畅谈小村文化事畅谈小村文化事

“““人和镇人和镇人和镇”””为何能为何能为何能“““出圈出圈出圈”””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 王少华

沧州城区运河边原来有个渡
口叫南关口，如今这里的标志性
建筑是百狮园。如果向前推 100
多年，这里的标志性建筑非洋楼
建筑群——博施医院莫属。而
今，在博施医院旧址，博施博物馆
静静呈现在运河畔。

博物馆依仅存的博施医院1号
楼而建，空间不大，布局精巧，步
步堪称风景。采访时正值初冬，走
进院内，青竹郁郁，落叶纷纷，有
一种空灵侘寂美。楼体青砖外皮，
欧式风格，一侧墙面藤蔓覆墙，苍
穹之下，如一位安详的老人，面对
世事沧桑，波澜不惊。

且让我们看看这座博物馆的三
大镇馆之宝。

洋楼

最大的镇馆之宝就是这座楼。
2012年，我市运河区市民滕

凤华买下这栋楼时，它还是一栋不
起眼的陈旧小楼。2016年，一个
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中心医院陈秀
春译著的《英国医生和沧州博施医
院》，惊讶地发现，这座斑斑驳
驳、颇有岁月感的小楼，竟是一座
百年建筑。这也让她从此多了一个
身份：博施博物馆馆长，并开启了
博施历史文化的研究之路。

这座小楼就是博施医院旧址，
建于 1898年。在此之前，英国医
生路博施曾来沧义诊，后不幸去
世。为了纪念他，其家族捐款并以
他的名字命名建立了这座医院。博
施医院为沧州带来了先进的西医技
术，在百年风云中，经历摧毁、重
建、再发展，见证着沧州医疗事业
的发展。医院位于运河西岸南关口
一带，占地 70 多亩，在院区南
边，从东往西原有6座英国医生居
住的洋楼。可惜的是，1978 年，
博施医院及5座洋楼先后被拆，只
有临河的一号楼保存了下来。

了解到这座楼的前世今生，滕
凤华夫妇决定在这里投资建一座与
大运河、与沧州医学发展相关的博
物馆。很多史料的获得并非一帆风
顺。但有了这个馆，相关信息如川
流汇海般涌来，短短几年，蔚然可
观。

对待洋楼，他们就像对待刚
出土的古瓷，小心翼翼拭去岁月
风尘，还其本来面貌。原来，楼
南院充塞着各种杂物，东院几乎
成了垃圾场，这里一度是风尘满
身的大杂院。改建修缮时，尽量
做到与原建筑风格统一，保持固
有格局，恢复原有风貌。她说：

“我们修缮这座楼的原则是：收拾
肌理，重塑腰身。让百年建筑重
现生机。”

2021年 1月 28日，博施医院
旧址成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如今，这里每天都面向社会免
费开放，成了运河边的一道人文景
观。

古碑

“千年运河 百年博施”展厅
里，珍藏着一座石碑，这就是
1903年重建博施医院纪念碑，是
博物馆的另一镇馆之宝。

这是一座卧碑，一米多宽，
半米多高，字迹漫漶斑驳，已很
难辨认。幸好有朱拓的碑文印在
旁边的展牌上，可以一窥碑意：

“溯查医院之设，始于光绪己亥，
告成由路君博施氏阖家倡捐巨
资，创此善举……”

这是一座有着 120年历史的石
碑，是记录着沧州百年医学史的纪
念碑。

博施医院创建不久即遭焚毁。
1902 年，路博施家人再次捐款，
医院得以扩大重建。1903年，新
建成的医院举行开业仪式，沧州主
要官员莅临参加。

这座碑发现于博施医院旧址拆
除期间。后来，石碑发现人孟繁文
将此碑交给沧县医院。

沧县医院前身是 1950年建立

的沧县卫生院，1956年改称沧县
医院。1958年，沧县政府买下博
施医院给沧县医院使用。1959年
11月，沧县医院正式迁至博施医
院旧址。

去年早春，沧县医院把珍藏多
年的石碑捐赠给博施博物馆，并在
此设立了沧县医院医德医风教育基
地。

百年石碑最终“回家”。

影像

博物馆的第三个镇馆之宝，就
是百年来英国医生拍摄的珍贵照
片。这些老照片记录着沧州的城市
建筑、市井百态、运河风情以及沧
州的民俗文化等。

会客厅内挂着6张老照片，每
一张都满含运河风情。

前3张照片是英国医生潘尔德
拍摄的。第一张摄于 1896年，照
片上，运河岸边，挂着桅杆的船只
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第二张
摄于 1901年，聚焦于运河里挂帆
而行的一条大船。照片上，大河无
边，10多名水手有的张帆，有的
奋力划桨，水手们还是清朝人打
扮。第三张摄于 1904 年 5 月 18
日，一支牧师代表团乘船在运河沧
州码头即将靠岸。

另外3张照片是英国医生梅介
福拍摄的。一张是 1930年运河上
行驶的船只。另外一张是 1930年
运河岸边的纤夫。第三张拍于
1932年冬，运河结冰，有的船冻
在了河中，行人马车踏冰过河。

两位英国医生无意间为沧州
留下了早年间的珍贵影像。这些
影像，很大一部分与沧州段运河
有关。从此，在研究博施历史之
外，滕凤华和丈夫又开始把目光
投向运河文化与百年沧州影像的
研究。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 1903年博
施医院重建后开业时的情景。现在
博物馆的大门，就是仿照照片上的
大门修建的。”滕凤华说。

今年6月底，夫妻俩从山东一
收藏者手中重金购得一本梅介福
（博施医院最后一任英国院长）的
个人相册。二人如获至宝，开始了
新一轮的研究。

他们因此而扩展出更多的研究
主题：“博施医院为什么选址南关
口”“20世纪30年代初罕见的河北
沧州乡村影像”“胡荣卿，我们身
边的林巧稚”“乐善园小学里的革
命火种”“博施客栈里的秘密会
议”……

在滕凤华勾画的蓝图里，未
来，博物馆应该“一体两翼”三向
发展：博施博物馆、中医药体验基
地、沧州城区运河畔红色文化基地
并驾齐驱，各有所长。

滕凤华说，丈夫喜欢研究文
化，她全力支持，博施博物馆就
这么一路走了下来。有过千辛万
苦，更有过资金短缺时的咬牙坚
持。10年间，看着这座小楼成了
一座博物馆，好像看见自己的孩
子在慢慢长大一样。她觉得，一
切付出都值得。

博施博物馆博施博物馆：：

打捞一座洋楼的百年记忆打捞一座洋楼的百年记忆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后续报道后续报道

运河边新立的“马厂誓师策源地”
“北洋陆军第八师司令部遗址”石碑，
是他们最新考证出的文化成果。

刘子江老人家门口新建的展牌，展
示了人和镇村厚重的文化。

寻访运河岸边博物馆④寻访运河岸边博物馆④

发现发现··运河运河

小村请来文化大腕当顾问

一进人和镇村，村委会门口，“文
化顾问韩雪”的展牌赫然而立。村党
支部书记胡宗权说：“韩雪老师为我们
村出了好多金点子，这个文化顾问，
实至名归！”

2022年 4月 30日，人和镇村聘请
韩雪为文化顾问。这一天，恰在韩雪
60岁生日的前一天。在颁发聘书的仪
式上，韩雪很激动，他的话特别朴
实：“我认可胡书记，认可这个村，我
乐意为他奔走，开启人生新一程。”

韩雪出身农村，曾任青县文联主
席，有 7 年乡镇工作的经验。2019
年，他受人之托到人和镇村采风，第
一次走进这里，就被深深吸引了。之
后，他自己来过多趟，来一趟，有一
趟的收获。短短几年，他目睹村里搞
移风易俗、改善人居环境、办孝老食
堂、开孝老洗衣房……

“这个胡书记，想到、说到、做
到，这不就是我心目中的乡村带头人
吗？”韩雪说，也许是文人的性情使
然，自己被感动了，就会把这种感动
诉诸笔端。于是他先后创作了报告文
学、散文、诗歌、快板、小戏等几十
篇文艺作品。

被聘为人和镇村文化顾问后，韩
雪为村里做事的心气更足了。青县文
史学者潘洪斌、孔繁廷等，也先后被
他拉了进来。现在红红火火的抖音

“人和镇那人那事”剧组和“留下乡
愁”守望者小屋，都是他首先提出、
积极运作并组织活动的。不仅如此，
伫立村口的大型展牌“火锅鸡发源地
人和镇”“运河人家 和孝小镇”，以及
堤顶路上的“青农人和”木质标识、

“水上火锅鸡城”的大红灯笼等，其策
划或设计，也都出自韩雪之手。文化
顾问的职责，已经从单纯的村史挖掘
和研究、文化的提炼和总结，跨越到
如何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村庄未来发
展出谋划策了。

胡宗权说，村里聘请文化顾问并
非一时心血来潮。担任村干部几年
来，他好几次尝到了文化的甜头。这
个村历史上什么样？哪些历史名人与
人和镇有过交集？都说百年前这里有
条街比北京的王府井还热闹，这条街
叫什么、在哪里……这些事儿，往前
推六七年，别说年轻村民不知道，就
连他自己也说不出个一二三。

但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刘子江
大爷。

那一年，在刘子江的指点下，一
位画家为村里画了幅买卖街复原图。
看过这张图的人都连连赞叹人和镇历
史厚重，从此高看这个村一眼；老少
村民也为之骄傲自豪。胡宗权恍然大
悟：原来，文化有这么大的力量。

村子文化宝藏越挖越多

“快乐老头”工作室，听起来好像
村里的一个机构，其实就设在刘子江
家。老爷子给大家沏茶、冲咖啡，忙
碌、从容、欣欣然。

老人说，每天不是研究村史，就
是搞直播，忙忙碌碌又很充实快乐。

“这样的日子才有意思。”

老人记忆力好，从自己的家史到
村里的历史，有一肚子的故事。原来
苦于无处诉说，如今，不仅村里视他
如宝藏，连县里的文史专家都愿意向
他请教。他开始绘制图纸、采写故
事。韩雪说，一次午饭后，他想着老
爷子肯定要休息，就准备告辞。谁知
老爷子说，不歇着，还要去唐官屯采
访呢。

在研究青县文史方面，书斋里的
文史专家与乡野间的刘子江总是心有
戚戚。他们齐心协力考证出的史料，
填补了大运河近代军事史研究的空
白，一次次刷新人们对马厂兵营、马
厂炮台以及人和镇的认识。

沿着买卖街一路向西，紧挨运河
的地方，刘子江指着一片空旷的田野
说，这里就是马厂兵营司令部遗址。
他们家祖宅茂生堂药局，就在司令部
东几百米处。文史专家潘洪斌在最新
发现的老地图上看到了震惊史学界的
一幕：人和镇与马厂兵营竟然处在同
一城墙内。与此相关的各种佐证图文
也相继出现……前不久，这里刚伫立
起“马厂誓师策源地”“北洋陆军第八
师司令部遗址”的石碑，给大运河又
添人文景观。

韩雪边走边感叹，谁能想到，这
条普普通通的运河街巷，不仅有过经
贸繁荣，还曾影响过中国历史的进
程，留下了梁启超、段祺瑞、曹锟等
历史人物的足迹。这绝不是空穴来
风，而是 《北伐行军日记》 中的记
载。书斋与田野相结合，产生了意想
不到的史学研究成果。

韩雪说，这些资料如果仅限于青
县史学界，只是文史研究上的成果。
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助力人和镇的发展？历史昨天的辉
煌，可以激发人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今
天和明天。

蕴含着人和镇百年历史和现实生
活的“十大文化”应运而生：人和思
想与孝老精神合并成和孝文化，传承
百年、遍布全国的流河火锅鸡凝结为
美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码头文化
等，因此而衍生创作的快板、小品、
歌舞等文艺作品也陆续排练中。

流河镇人大副主席、包村干部李
霞说，每个村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

文化，但这种文化是碎片化的，只是
星星点点存在于少数人的记忆中。只
有通过系统整理，才能提振人们的文
化自信。

软实力让小村更有人缘底气

胡宗权说，除了文化顾问韩雪，
村里还聘请过法律顾问张利。和韩雪
一样，人家也是分文不取。此外，还
遇到过不少贵人。青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退休干部刘彩凤就是其中之一。

刘彩凤是摄影爱好者，平时喜欢
走运河。一次走运河时饿了，一拐两
拐走进了孝老食堂，想要买点吃的。
人们正支起锅子准备吃午饭，见她进
来，便邀她一起吃饭。她着急走，掏
钱就想买点馒头带上。人家说，吃馃
子吧，早起新炸的。说着就给她装
袋，末了，还把她递过来的钱推了出
去：“孝老食堂不收费，拿去吃吧！”
刘彩凤一路感动。拍片回程时，又来
到这里。看到村口伫立的火锅鸡发源
地的牌子，她立即想到，自己懂商标
注册的知识，说不定还能帮上忙。

她找村民要了胡宗权的电话，一
联系，胡宗权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原来，去年参加河北电视台“冀
有好物”节目时，他就受启发想注册
火锅鸡商标，已托人办了很久，还没
结果。那时，水上火锅鸡城即将投入
使用，商标注册迫在眉睫。刘彩凤联
系他时，他正为这事着急呢！

刘彩凤不仅帮村里办好商标注
册，听说他在冷冻、包装等方面有困
难，还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帮他联
系相关厂家。两个厂的厂长都问他：

“刘大姐嘱咐我们一定照顾，你跟大姐
什么关系？”

从素昧平生到热心相助，胡宗权
感慨，文化软实力让人和镇更有人缘
和底气，而这也促进了村庄的硬实力。

水上火锅鸡城是流河镇和村里今
年主抓的集体经济项目。可村集体经
济薄弱，建设资金缺口大。村民们拿
出为孝老食堂做义工的精神，自己动
手，会打桩的打桩，会木工的干木工
活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硬是以低
于市场价一半的费用，在运河边建起
了一座火锅城。胡宗权特别感动，他

宣布，义工服务也能折合资金入股。
如今，火锅鸡城的生意越来越好，讲
奉献的风气蔚然成风。

如今，村里正计划筹建运河河北
段近代军事史料展陈馆暨人和镇村史
馆。与此同时，村集体经济水上火锅
鸡城的文化策划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中。“春暖花开时再来人和镇，
你可以边吃火锅边看咱村独有的文艺
演出！”韩雪笑意盈盈地说，那语气
和神态，俨然一位热情的人和镇村
民。

肖寿庆是位教师，也是驻村干
部。人和镇村的文化工作，几乎都由
他来主抓。韩雪每次进村，先找肖寿
庆，两个人再一起来到刘子江老爷子
家。肖寿庆打心眼里认可这个村，也
真的融入了这个村，干再多的事，也
心甘情愿。他说：“德不孤，必有邻。
人和镇村已经尝到了文化软实力的甜
头，我们盼望着这一做法能得到推
广，让其他村的乡村振兴之路也越走
越好。”

““快乐老头快乐老头””工作室新一期的直播开始了工作室新一期的直播开始了。。

19031903 年重建博施医院纪年重建博施医院纪
念碑念碑，，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百年洋楼修缮一新后百年洋楼修缮一新后，，建成了博物馆建成了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