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杨金
丽） 3月 27日，81岁高
龄的老干部武金琢来到
海兴县赵毛陶中学，为
师生们作了一场弘扬长
征精神的报告。从 2019
年至今，他已为各机
关、团体、学校义务讲
党史 26次，始终坚持不
收费、不吃请、讲完就
走、甘作奉献的原则。

武金琢曾任沧州市
政协副主席，退休后任
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2019年卸任。作为一位
有着 63 年党龄的老党
员，他认真学习了多种
版本的党史书籍，有丰
富的党史知识储备。当
时有家学校邀请他去作
报告。他讲的革命故
事，生动感人，打动了
师生们的心弦，反响很
好。这让他感到了学习
并 宣 讲 党 史 的 重 要
性。从那以后，只要
有人邀请，他就爽快
答应，精心备课，并
做到每讲一场、总结
一场、不断总结、不
断改进、不断提高。其
中，他讲得最多的是红
军长征史，对此下的功
夫也最多，认真阅读了
《红军长征史》《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实景记录》
等专著，写下了大量文
章。宣讲过程中，老人
坚持用长征精神讲长
征。为了让报告更有针
对性，他修改稿件常常
到深夜；为了提高宣讲
效果，他委托别人从电
脑上下载了相关图片和
视频；有时上午讲了，
下午又接着去讲……对
一位 81岁的老人来说，
这是很大的挑战，但他
越来越乐在其中。他先

后应邀到市政协、新华
区委以及 19所学校等作
报告。市老兵艺术团还
把他的讲课内容通过朗
读的形式在网上传播，
数万人从中受益。

武金琢曾在赵毛陶
中学上学，这次回到母
校，老人感慨万千。他
和师生们一起学习党
史，重点体味和解读了
长征精神，寄语学生们
树立崇高远大的理想，
和勤奋读书、报效家国
的志气。“长征是中国共
产党百年史中关键中的
关键，如果没有红军长
征的胜利，就没有后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胜利，没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没有今天
的幸福生活。汲取伟大
的长征精神，就会在新
时代信心百倍走好新的
长征。”他鼓励学生们走
好自己的中学“长征
路”。武金琢主席还向母
校赠送了自己的著书、
字幅。

5 年来，他被一些
机关和学校聘为“校外
辅导员”“荣誉教授”。
在市区作报告，他坚持
不吃招待饭，讲完就
走；到一些县（市）去
讲，因路途较远，就吃
工作餐。当天作完报告
后，他和师生们一起在
学生食堂吃了每份 6元
的自助餐，边吃边和学
生们回忆自己那代人艰
苦求学的经历，勉励孩
子们认真读书。

“去年我过了 80 岁
生日，今年就成为‘80
后’了。80岁是人生的
一个里程碑，只要身体
条件允许，党史我会继
续讲下去。”武金琢说。

八旬老干部八旬老干部八旬老干部
义务讲党史义务讲党史义务讲党史

在献县陌南镇宋房
子村的村民眼中，娄大
水、蔡淑兰一家的生活
实在令人羡慕——老两
口身体健康，家庭和谐
美满，子孙孝老敬亲。
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
家走出过两位模范。

这个朴素的家庭第
一次被外界熟知，是因
为娄大水的儿子娄路亮。

81 岁的娄大水有 5
个儿女，娄路亮排行老
四。他从小勤奋刻苦，
从献县一中考入西北工
业大学， 2000 年获得
硕士学位后又考入清华
大学。2004年，娄路亮
博士毕业后，放弃外资
企业高薪，来到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
一研究院，从此献身于
祖国的航天事业。这些
年，他埋头工作，“神舟
七号”“天问一号”火星
探测器等国家重大航天
项目，都能看到他的影
子，获得的荣誉不胜枚
举，是沧州人的骄傲。

55岁的曹立梅是沧
州市育红小学的老师，
教书授课之余，还参加
公益活动。她先后加入
博爱人生爱心社、博海
爱心群等志愿服务组
织，慰问孤寡老人、看
望残疾人、走访贫困学
生……2009年至今，一
直奔走在志愿服务的路
上，足迹遍布沧州各
地。后来，她又牵头成
立了火柴盒爱心社和悦
基金两个爱心志愿组
织，定期组织助学捐
款、走访困难学生，帮
助一个又一个家庭走出
了困境。也因此，曹立

梅先后被评为“沧州好
人”和“河北好人”。

巧合的是，曹立梅
是娄路亮的表姐，他们
都沐浴着和谐的家风长
大。

“表弟因对航天事业
所作的贡献获得‘沧州
骄傲’称号，没想到，
几年后，我又获得了

‘沧州好人’‘河北好人’
称号。”她说。

说 起 舅 舅 家 的 故
事，曹立梅满是敬佩：

“舅舅和舅妈虽然都是农
民，但教子有方、乐善
好施，他们家是远近闻
名的和睦家庭。”

有一年，家里来了
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家
里本就不富裕，但娄家
人还是拿出干粮送到对
方手中，并端去热水；
战争年代，娄家的长辈
多次救助八路军战士；
曹立梅帮助贫困学子，
舅舅、舅妈听说后，走
街串巷地打听，为她提
供学生们的线索……一
件件往事，浸润着乐善
好施的优良家风，也在
孩子们心中深深扎下了
根。如今，娄大水的几
个儿女都成家立业、事
业有成。

这些年，娄大水和
蔡淑兰年纪越来越大，
身边离不开人照料，5
个家庭就轮流把他们接
到家里，从未因此产生
过矛盾。但无论老人在
哪里住，孩子们都隔三
差五跑去看望。

团结和睦、勤劳俭
朴、乐于助人，是教育
孩子最好的方式，也是
这个家庭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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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学也可这样书法教学也可这样书法教学也可这样“““燃燃燃”””
本报记者 齐斐斐

烈士虽远去烈士虽远去烈士虽远去 薪火永相传薪火永相传薪火永相传
本报记者 寇洪莹

21岁的他为救战友牺牲

时间回到58年前。
1965年3月，申宪智应征入伍。1966年

10月9日，在河北省涞水肥石亭村国防施工
工地上，某部五连转送拌合机，申宪智放弃
休息时间，主动前往帮运，并和五连班长先
后掌握牵引杆，机械后面由30多人拉绳向山
下放送。

“当时，在陡峭的大山间转运机器，
忽然一个急转弯，眼看机器失控，滑下
山损毁，机器前的两名战士生命也将不

保。申宪智拼尽全力急打方向，控制住
机器，自己却因为惯性撞到巨石上，光
荣牺牲，保住了另外两名战友的生命。”
刘占文说。

“我当时听到消息后，赶到现场，他浑身
是血，人已经不行了，一句话也没留下。他
才 21岁，就没了！我在部队守了他一天一
夜，然后把他送回老家……”黄连福说。

申宪智牺牲后，河北省委在他的家乡
泊头梁屯村建起烈士陵园，部队为他立了
碑，陵园内设有英雄事迹展览室，有专人
看护。后来，全国掀起学习申宪智的热
潮，各地几十万人徒步来到梁屯村，缅怀

烈士壮举。
申建军说，他每次来扫墓，都会发现

有人扫墓的痕迹。58年来，曾经与申宪智
一同参军入伍的800名战友、附近小学的师
生和村民们，每年都自发到他的墓地祭扫
悼念。

“我们这批老兵住在附近的，每逢赶
集，都顺道到申宪智的墓前看一看；离得
远的，只要回老家，也一定过来瞅瞅。我
们都觉得，拥有申宪智这样一位战友是一
种骄傲！”79岁的陈志华说。

弟弟接过钢枪去当兵

“申宪智走了，但影响了很多人。弟
弟申宪平继承了革命遗志。”29日活动当
天，申宪智的妻子在众人搀扶下，来到现
场，回忆起那段历史，仿佛那一幕重现眼
前。

申宪智牺牲后，远在家乡的亲人们收
到消息，陷入失去至亲的悲痛中。

为表彰申宪智为抢救战友、保护国家
财产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1966年 11月
28 日，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为其追记
一等功，并把他的牺牲日定为连队纪念
日。申宪智所在的连被称为“申宪智英
雄连”，申宪智所在的班被授予“英雄申
宪智班”。

申宪智的父亲申广昌有两个儿子、四
个女儿，当时，他忍痛写下了一封信给部
队首长，信里写着申宪智为国家牺牲，家
里人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希望自己的其

他孩子继续去当兵。
为将这份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申宪

平暗自下定决心要去当兵，完成大哥的理
想。彼时，申宪平 17岁，作为军队特招，
部队副军长吴岱来到申宪智家，再次征求
他的意见：“你愿意去你哥的部队当兵
吗？”

“我愿意！”申宪平斩钉截铁地回答。
晚上，梁屯村举行新兵欢送仪式。自此，
申宪平入伍，接过申宪智的钢枪，继续为
国家效力。在部队里，申宪平表现优异，
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学识、业务知识等，
得到领导们和战友们广泛认可。

儿子筹建烈士纪念馆

申宪智牺牲时，儿子申建军才1岁。从
小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红色基因早已融
入血脉之中。

2015年，申建军和父亲的战友们萌生
了为烈士建纪念馆的想法，并得到了当地
政府的支持。于是，在战友们捐资、政府
投资、爱心企业捐助等多方努力下，筹集
资金 40余万元，在墓地原址修缮建设了新
的纪念馆。

为了寻找更多关于申宪智的相关物
件、照片及资料等，申建军联系父亲生前
战友，辗转走访多地，将父亲碎片化的信
息一点点地整理收回。

“修建纪念馆，不仅是完成心愿，也是
为了让后来人铭记英雄事迹，传承革命精
神。”申建军说。

3月29日，泊头市西辛店乡梁屯村申宪智烈士纪念馆内，一片庄严肃穆。申宪智的战友、梁屯村民、梁屯小学师生等200余人，

早早奔赴到此，祭扫革命烈士墓。

“虽然他离开58年了，但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申宪智的战友、82岁的黄连福激动地说。

2017年，申宪智烈士纪念馆落成，7年时间，无数人来这里缅怀烈士——1966年，申宪智和战友们为部队转运混凝土拌合机下山

时发生危险。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挽救战友的生命，申宪智放弃了逃生的机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追记一等功。申宪智的弟弟申

宪平接过哥哥的枪，继续报效国家；申宪智的独生子申建军筹划修缮了新的烈士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教学关键是老师

王学佩今年 57岁，3年前，因身患糖尿
病，身体出现各种不适而病退。但身体稍好
些，他便重返校园，把一腔热情继续投入到书
法教学中。

2018年秋季开学暨孔子学堂开课时，我
市学者刘化一看到兴济镇小学的学生作品，欣
然为其题写“教学相长”。看着这四个字，王
学佩感慨颇多。

时光回转到 2005 年，那一年学校开设
了书法课。王学佩虽在泊头师范写了几年
毛笔字，还创办过“三友书社”，但真要把
书法作为一门课程在小学开设，还需认真
筹划。

学生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执笔写字，到小学
毕业，从涂鸦到规范写字，再到书法，跨度非
常大。如何让他们听明白、用小学生能接受的
方法掌握书法书写技巧……一连串的难题在他
脑中回旋。

这也是他学习深研书法教学的开始。从烟
海书籍到线上线下的诸多老师，王学佩不仅参
加了教育系统的书法培训，还自费参加大学与
社会上的高研培训。对历代书论、名帖，小学
训诂等成果进行学习研究，现代书法学科开展
的视频艺术、儿童心理学等与小学书法研究有
关的成果，他也从多角度、多维度地探究学
习。

看似教和学是分开的，但教学相长，师生
双方都可以提高。他的理解是：“对学生而
言，老师教的我能学会；对老师而言，是要把
真知很明白地教给学生、教会学生。”所以教
学关键还是老师。

2003年，他在一次监考时发现，四年级
的很多学生握笔姿势不正确。最后发现，是因
为幼儿园写字太早，细嫩的手指为用力写好笔
画而造成的错误执笔，一旦形成就很难纠正。
他通过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寻找
矫正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亲自试验近两年，总
结出方法，并将总结文章发表在了《中国钢笔
书法》杂志上。

从此，学校一年级语文第一课，就是正确
坐姿执笔姿势课，收效很好。

为了做好示范，他自己反复练习，将古人
法帖上的书写动作分解成很细的步骤，结合不
同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形成一首首儿
歌、顺口溜，朗朗上口，孩子们边写边说，易
记不易忘。

回归书法本真

按照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
及《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小学阶段书写教
学重在规范，然后是整洁、美观。围绕这些，
都有共性的方法标准，而书法以追求变化为永

恒。写字更多教给共
性的技巧，书法则强
调个性。如果书法是
书写的高级阶段，那
小学生怎么开始书法
课呢？

小学三年级前
用铅笔，三年级后
用钢笔。如果开展
硬笔书法教学，从
书法传承上讲，毛
笔是硬笔难以表现
表达的。这就出现
了硬笔与传统毛笔
书法的转换问题。

面对这些，王学佩
带着问题开始试验与探
索。首先，他同时开设软
笔书法与硬笔书法两个
班，解决小学生对毛笔传统
书法的认知问题。发现孩子
们能够感知毛笔书法的表达作
用，理解古人的表达方法，又进
一步发现，用硬笔也能书写出毛
笔书法的特征。

从 2020年春节开始，他建了一个
由二、三、四年级学生组成的硬笔书法
班。开班前，他要求学生们去书店看各种字
帖，认为哪个好就学哪个。这样，王学佩要掌
握至少 11种字帖的不同特点，要讲明白、示
范清楚。通过几年的试验，他感知到孩子们可
塑性超乎他的想象，也发现了许多规律。

近两年，他将发现的规律用到教学中。重
点从魏晋、小楷入手，在共性基础上，将孩子
天性以书法为基础，生发出来。在保护孩子天
性的同时，又不失法度，这符合“取法乎上”
规律，也符合继承与发展的规律。

在这些方面，看似因材施教，实为回归书
法教育的本真。

视频、书法、释义相结合

从 2020年开始，王学佩家里购置的拍摄
工具越来越多。为拍好每一条教学视频，他
每次都先写好脚本，配音与示范有时要录制
好几遍，给孩子们网上批改还要一次次不断
上传。

由于多年的糖尿病，他的视力已很差。有
时两三个小时批改完作业后，常常眼花得什么
都看不清了。眼镜度数跟不上视力减弱的度
数，只好配了一副又一副。但看到孩子们的字
每天都在变化，他知道：值了！

书法是艺术的传承，更是历史文化的传
承。他把赵孟頫书写的《道德经》 81章，用
视频、书法、释义三者相结合。

每天清晨 6点，是王学佩录制教学视频

的时间，录完后由各负责老师带到班级课堂
上，通过孩子们的书写情况，师生再互动。

面对乡村小学没有专业书法老师的现状，
王学佩想到了以课后生字为字模，把小学语文
课本的 1800个生字，逐一录制成视频。每一
个汉字的读音、流变、结构、书写重点等都包
含其中。

能让全校各学科的老师都写出好的板书，
是给学生进行的最有益的熏陶。于是，他主动
把一些书写经验传给老师们，学校领导都支持
他的“传、帮、带”。

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多名年轻老师成为
“全国优秀辅导老师”，多名老师参加省市比赛
获奖。

在他的带动下，学生们学习书法的热情
不断高涨。书法不只是写好字，更让他们静
中生慧，打好做人做事的基础。几年来，上
百名师生在全国书法大赛中获奖，他们因写
字有了更多的自信和闪光点，有了更多未来
的选择。

学生们参观纪念馆学生们参观纪念馆 徐徐 军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