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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帅张帅（（右一右一））为孩子们上篮球课为孩子们上篮球课

张帅张帅
让乡村的孩子让乡村的孩子
都都 会 打 篮 球会 打 篮 球

本报记者 齐斐斐

王超王超王超：：：枣农的枣农的枣农的“““好保姆好保姆好保姆”””
本报记者 杨静然

位于沧县崔尔庄的沧州市科普

惠农服务总站，是王超几十年来待

得比家还多的地方。除了出差和开

会，他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

为农民解答关于枣树种植的各种问

题。

53岁的王超，是沧州市枣树研

究会会长、河北省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副会长、中国红枣科技志愿服务

队队长。种植枣树、研究农业技

术、推广种植经验……他在枣树栽

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这条路上奔走

了 30 多年，用自己所学的技术帮

助农民创造了十几亿元的经济效

益，却分文不取，被大家亲切地誉

为“枣农的‘好保姆’”。

本报讯（杨金丽 赵猛）日前，海
兴县苏基镇献庄村农民刘战胜、刘战
军向海兴县档案馆捐赠了抗美援朝烈
士刘竹林的遗物，海兴县档案馆的红
色资源文献库得到了进一步充实，目
前已征集到红色档案8000多件。

今年以来，海兴县档案馆创建红
色资源文献库，面向社会征集红色
档案资料，挖掘、抢救埋藏在民间
的红色文化资料。工作人员介绍，
刘战胜、刘战军兄弟俩捐赠的刘竹
林烈士的遗物，包括烈士生前照

片、《革命军人证明书》、烈士遗孀
手写的 《刘竹林烈士的短暂人生》
资料。在抗日战争时期，刘竹林在
当地参加革命，后来跟随大部队参
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多次荣
立战功。1953年 2月 9日，为保护战

友 ， 牺 牲 在 抗 美 援 朝 的 战 场 上 。
2023 年，经多年寻找，他的战友托
人将烈士遗照送到刘竹林家人手
中。“刘竹林是冀鲁边区成长起来的
革命战士，他的家庭是抗日堡垒
户，这些资料很有价值，见证了海兴
的红色文化。”工作人员介绍。

据悉，目前该馆已征集到相关图
书期刊、文书档案、照片、光盘等各
种档案资料 2196册（本）、实物档案 8
件、红色电子图书1260种6650册，为
弘扬海兴红色文化夯实了基础。

创建文献库留住红色文创建文献库留住红色文化根脉化根脉

海兴县档案馆征集红色档案海兴县档案馆征集红色档案80008000余件余件

课后的南皮县潞灌镇凤翔小
学一片欢腾，一个高大的身影走
在孩子们中间，他们刚下了体育
课，冬日的寒冷没有阻挡住他们
的运动热情，一张张小小的脸庞
上都挂着汗珠。张帅作为体育老
师更是醒目，湿漉漉的眉梢上都
结了霜，哈出的热气湿润了干裂
的嘴角。

张帅是这所农村小学唯一一
名专职体育教师，这位来自秦皇
岛海港区的“城里人”，已经在
这所乡村小学工作了5年。

400名学生的早餐厨师

2014 年，张帅毕业于渤海
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在秦皇岛从
事体育教学工作。2019年，通
过特岗教师招聘考试来到了离家
400多公里的凤翔小学。

住宿寝室是水泥地，里面只
有一张床，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
完善，晚上去卫生间要走出 200
米去学校的旱厕……起初，面对
这样的环境，张帅有了从未有过
的纠结，想放弃的念头一直在心
里打转儿。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被
孩子们质朴的笑容填满了。尽管
这里的操场坑洼不平，篮球场的
线几乎都看不清，但孩子们学习
的热情、对篮球的渴望一下子点
燃了他的热情。

张帅留了下来。他想到了要
吃苦，想到了要高负荷教学，却
说什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全校
400多名学生的早餐厨师。

在开始的教学中，他每周
课程为 20节，加上学校有少年
宫，需要每天早晨 5 点起床去
少年宫和聘请的厨师一起为全
校学生做早饭。“学校资金有
限，雇不了两位厨师，作为全
校唯一的男老师，我也就顺理
成 章 地 成 了 打 下 手 的 小 伙
计。”张帅笑着说。

就这样，张帅在厨房打了两
年下手。第三年，学校改为送营
养餐，他才不用给全体学生做饭
了。

今年，有选调走的体育老
师，他的体育课也就加到了每周
30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新
招聘的体育老师到来，他才轻松
些。

拉赞助收到250个篮球

2022 年，对于张帅来说是
个比较特殊的年份。这一年，
他可以选调去县城当体育教
师。他知道，如果走，肯定有
更好的教学环境。但是看着孩
子们渴望的眼神，同事们辛勤
耕耘得越来越好的校园，看着
球友在球场上畅快淋漓的每一
刻，他舍不得。这里的一切，
都是让他留下来的理由。

就这样，张帅选择了继续留
下来，并从去年开始重点培养全
校学生篮球基本功和技巧。当他
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下决
心，一定要让从凤翔小学走出去
的毕业生都会打篮球。

但现实往往不如意，学校只

有 50个篮球，想要让每个学生
都能有球练，这显然不可能，只
能体育课轮换着用。

“我要把全校学生融为一个
集体，大家一起做一件事、一件
让凤翔小学骄傲的事。”张帅脑
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他去镇上
开的篮球馆、企业拉赞助。经过
各方捐赠，收到了250个篮球以
及一些打气筒和其他相关设备。

想尽快组建一支篮球队

球来了，张帅的动力也来
了！体育课上，他教学生基本
功、篮球投篮、实战。经过为期
3个月的训练，孩子们学会了拍
球投篮，高年级也会进行 5对 5
实战了。之后他又用1个月时间
训练全校篮球操，1个月内，学
生熟练掌握了3套篮球操，还在
篮球操中加入难度较高的双手拍
双球。之后的一次课间操评比活
动，凤翔小学用3套篮球操毫无
悬念地拿下了全镇第一名。当时
那种感觉对于张帅来说，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体育课上，他因材施教。
有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他会
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单独训练，
让学生找到自信。因为是乡村
小学，上学的都是附近村庄的
孩子们，放学需要家长来接，
有的家长经常因为忙于工作而
忘记了接孩子。考虑孩子年纪
小，他就陪着直到父母过来接
走。有一次，一名二年级的学
生放学后家长没接，电话也打
不通，他就根据孩子的描述骑
电动车将孩子送回家中。

张帅之所以留下来，也有他
自己的理想。

“之前我去当沧州市小学生
篮球比赛的裁判，发现南皮县竟
然没出篮球队。”张帅从那时就
有了一个念头：“我想用两三年
的时间组建一支篮球队，这个队
要能够去拿奖，这是我的一个职
业规划。”

张帅认为，如果体育能带给
凤翔小学的学生们多一条出路，
那么自己吃的所有苦就都是值得
的。“有些孩子成绩确实一般，
家庭条件又不好，可能读完初中
就选择不念了，但他如果有一个
自己的体育专长，那就能靠着这
个继续上学。”

为了支持张帅的工作，他的
妻子也从秦皇岛考到了凤翔小学
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夫妻二人一
同用情怀和奉献耕耘在乡村教学
的土地上。

“学校里没有正规的操场，
砖铺的路面也很不平整，训练环
境很差。篮球的问题解决了，但
训练场地的问题还没有对策。”
张帅很诚恳，“想请大家多关
注、帮助一下农村学校的这些学
生，帮助我们优化一下训练场
地，让孩子们有一个合格的训练
环境。相信每个农村学生将来有
出息后，肯定会再回馈农村学
校、回报帮助过他们的人。”这
是张帅的愿望，也是乡村孩子们
的另一个未来。

一周排课超过 30节，连续两年为 400多名

学生做早饭。曾有机会被调到县城，但为了乡

村孩子的篮球梦，他选择了扎根基层——

年纪轻轻的农业技术员

“喂，请问是枣树研究会的王超会
长吗？这些天，俺们在修剪枣树枝时
突然发现表皮有腐烂的现象，这是咋
回事啊？”焦急的求助声很快得到了王
超耐心细致的解答。

这样的电话，他每天至少要接上
几十个。有的还驱车几十公里赶过
来，只为了能得到王会长的技术指
导。在大部分枣农的心里，王超就是
大家的“定心丸”。有他在，任何枣树
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沧州具有悠久的枣树栽培历史，
产区遍及沧县、献县、泊头等多个县
市。沧县更是被誉为中国的“金丝小
枣之乡”。曾几何时，仅沧县金丝小枣
的种植面积就高达 76万亩，年产量高
达 4400万公斤。不言而喻，对于这里
的农民来说，枣树是“摇钱树”，更是
他们的命根子。

对此，还是孩童时的王超便已深
有感触。

他出生在沧县高川乡王码头村，
年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打工，两个
妹妹要上学、要吃饭，十几岁他就挑
起了家庭的重担。自家地里的400多棵
枣树，便是王超生活的全部希望。

彼时，王超还在上初中，学校里
的课程帮助他获取到种植枣树的知
识。他喜欢向老师发问：“果树怎么种
植？”“树枝如何修建？”“病虫害是哪
里来的？”而老师也会不厌其烦地解
答。听说县农林局组织枣树管理培训
班，王超便骑着自行车赶过去，成了
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

日复一日地思考和学习，王超逐
渐掌握了种植枣树的技术。谁也没想
到，仅仅几年时间，他就从初出茅庐
的学生成长为一位枣树管理能手，还
被乡镇聘为技术员。1990年，县里拍
摄宣教片，王超成了种植枣树的技术

“示范”。那一年，他才20岁。
当时，王超经常给枣农们讲课，

进行技术推广。高川乡是沧县种植枣
树面积最大的地区，几乎家家都有枣

树。当拥有多年种植经验的枣农们看
到一个年轻人来讲课时，一脸鄙夷和
惊讶：“一个小孩儿会什么，还给我们
讲课？”

得不到认可，王超就在村里成立
了技术服务队，免费帮乡亲们剪枝。
但往往是前边剪，后边就挨骂。一年
后，经他点拨的枣农们迎来大丰收。
尝到了科学管理的甜头后，大家终于
对王超心服口服。也是从那时起，王
超成了四里八乡的“名人”，乡亲们遇
到枣树问题都来找他，他也有求必应。

农民把种子播撒在田地，而王超
却把自己变成了一颗种子，种在了科
研栽育枣树的林田里。

“吃的苦多，育的果才甜”

随着技术不断精进，王超声名远
扬——沧州市枣树研究会会长、河北
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会长、“沧县十
大杰出青年”、“省优秀农村科普带头
人”……但他所做的事却从未改变：
指导农民种好枣树。

枣树每年春天需要“开甲”，但
“甲口”愈合不好，枣树就会枯死。一
棵枣树从栽种到挂枣需要好几年，因
为“开甲”而枯死太可惜了。这个问
题一直困扰着枣农们，也让王超十分
苦恼。经过几年实践，他找到了解决
办法，并摸索出一套“桥接技术”，能
把即将枯死的枣树救活。

有一年，献县李尚庄村一位老汉
专门来找王超，他家的枣树“开甲”
过度，60多棵枣树愈合不了，眼看着
即将枯死。老人拉着王超的手说：“全
家都指望这些枣树，枣树死了，我也
不活了。”说着，眼泪夺眶而出。

多少年过去了，这句话始终刻在
王超的心里。“枣树是乡亲们的命，救
树就等于救人。有了枣树，一家人就
有了活路！”

当时，王超带着几个人黑白忙活
了两天。那年秋天，老人家的枣树不
仅没减产，还获得了丰收。

一项项有效的技术，让枣农们燃
起了希望之火。可谁也不知道，王超

为此付出了多少。
每天天蒙蒙亮，他已经奔走在去

果园的路上；午间，匆匆吃口饭，又
一头钻进试验田里；夜晚，枣农们进
入梦乡，他依然在看书学习，编写枣
树技术教材；他的课堂，在枣农的炕
头、在绵延的枣树林里。风吹日晒的
脸庞，镌刻着他日积月累的辛劳。

时至今日，每当说起枣树的病虫
害“红蜘蛛”来，枣农们仍心有余
悸。几年前，沧县崔尔庄一带的枣树
提早落叶、落果，严重影响到了产
量。乡亲们焦急地找到了王超。

那是个炎热的夏季，他带领团队
的技术人员每天晚上就守在枣树林
里，拿着放大镜和灯探寻“红蜘蛛”
的行踪。汗水顺着脸颊滴落，浸湿了
衣服，也毫无怨言。两个月的坚守，
终于摸透了这种病虫害的规律，并找
到了治疗的办法。王超紧皱的眉头也
舒展了。

比起这些辛劳和汗水，他更在意
枣农们的收成和红枣的产量。

钟情枣树 心系枣农

2017年，一群远道而来的新疆枣
农慕名找到了王超。

彼时，新疆大枣由于品质连年下
滑而丢掉了市场，一些枣农亏损严
重，可谁也找不出原因。王超听说后
很心疼，第二天便跟随他们踏上了西
行之路。

陌生的土地、陌生的环境，可一
颗为农之心是火热的。走访一段时间
后，他制定了新的管理方法，为每亩
红枣园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枣树的病
虫害，红枣的品质也得以提升。一位
枣农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自家的枣
园里做试验。一年下来，红枣的产量
和品质均好于往年。

从此，王超把科研多年的红枣种
植技术带到了新疆。那些年，每年有
一半时间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王超有一身赚钱的本事，他却看
得淡然，把所有的知识和智慧都献给
了农民。这些年，经他指导的枣农连

年增收，日子越来越好，而他却依然
穿着十几年前的旧衣和鞋子；他把时
间都给了枣农，而留给自己和家人的
时间却少之又少。

但令王超欣慰的是，他亲身实践
总结出的枣树种植技术不仅受到枣农
和业界的一致认可，还为枣农避免了
损失，增收受益。

2013年夏天，雨水较多，王超和
团队人员敏锐察觉到异常，便发短信
提醒枣农注意“甲口”的愈合时间，
要勤打理。结果，听取他意见的人当
年照常丰收，没听的幼果大面积脱
落。

还有一年，本打算去东光县司庄
村授课的王超因为大雨临时改变了计
划，可盛情难却，村支书接连打电话
邀请他。傍晚，他开车赶到了村里，
一进村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几十
位男女老少打着伞在村头站着，炽热
的眼神充满了期盼。他鼻子猛地一
酸，泪水溢满了眼眶……那一天，他
在村委会讲课到凌晨1点，从育种、修
剪到打药、采收，老乡们围着他，没
有一个人离开。

万籁俱寂的乡村，那盏摇曳在风
雨中的灯明亮地照在乡亲们的脸上，
也照进了他们的心里。

平日里，王超走到哪里，听他授
课的人便追随到哪里。有的从河南坐
飞机到新疆乌鲁木齐，再坐一天一夜
的火车到阿克苏；还有的开车数百公
里到沧县，只为听听王超的枣树课
程。他免费为全国十几个省市、30多
个县的枣农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农民
创造直接经济效益十几亿元，解决了
许多枣树种植中的难题，让农民懂得
了科学种植管理的重要性。

这些年来，每当有人说起沧州的
红枣，吃着那绵密香甜的金丝小枣，
乡亲们都会念叨起他的名字：“枣农的

‘好保姆’”——王超。

本报讯 （杨静然 孙晓卉 王雪
娇）“在场的群众目睹惨状，悲愤至
极，齐声高喊，‘老百姓无罪，不许杀
害！’逼得敌人步步后退……”近日，
在任丘市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一场讲
座正在进行。讲台上，一位身着军装
的古稀老人正在向学生们讲述马家村
的红色历史，动情之处，老人心潮澎
湃，难掩激动。这名红色宣讲员叫马
全乐，今年70岁，是一位有着46年党
龄的共产党员。

1953年出生的马全乐，是任丘市

石门桥镇马家村人，1972年参军入伍
到北京卫戍区某部，曾担任叶剑英元
帅的警卫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
战。退伍后，2018年至 2021年担任马
家村村党支部书记。

受父辈们思想的熏陶，马全乐对
“马村惨案”有着强烈的传承感和使命
感。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他挖掘红
色资源，谋划修建了任丘市红色革命
教育基地。2020年展馆建成后，他又
投入到红色历史的宣讲中，每年有上
千人前来聆听。

为何在古稀之年仍然坚持宣传村
里的红色历史？每每谈及这个问题，
马全乐总是眼含热泪：“这次惨案中，
有32名群众惨遭杀害，其中有25人死
在同一口水井中。马家村杨炉子、马
占恒、马肥、邢红池等 12名同志牺牲
在抗战前线。这是马家村人祖辈、父
辈的亲身经历。”他说，日寇的残暴行
径，不仅没有吓倒村民，反而激起了
大家抗击侵略者的热情，青年积极报
名参加八路军，老弱妇孺投身于支前
工作，做军鞋、送军粮。

“国仇家恨不敢忘，也不能忘。不
光我们这一代，还有后代都要铭记历
史。”马全乐说，抗日战争至今，马家
村先后有 300多名义勇青年投身军营，
他们或爬冰卧雪坚守在祖国的边陲，
或利刃戎装在不同的岗哨执勤维稳，
日日夜夜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为祖国建设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年来，马全乐累计宣讲 70余场，
受众逾 5000人。他说：“只要身体允
许，我就会继续宣讲下去，将先烈的
精神传承下去。”

任丘古稀老人义务宣讲红色历史任丘古稀老人义务宣讲红色历史

田间地头就是王超田间地头就是王超（（左一左一））的课堂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