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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连甲，海兴县小山乡

张皮村一位普通农民，从上

世纪 80年代起，开始抢救性

搜集整理当地烈士故事，义

务宣讲红色文化，建起红色

档案室、捐建村烈士陵园，

协助村小学建起红色基地

……这一坚持，就是 40年。

4月 9日，本报刊发通讯

《巴连甲：40 年情注红色历

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人们纷纷转发、点赞、

留言。4 月 16 日，海兴县委

宣传部专门召开巴连甲先进

事迹座谈会。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刘鹏主持会议，巴连

甲的朋友、家人、村民等从

不同侧面讲述了他的故事。

市政协原副主席武金琢进行

了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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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红色故事讲述红色故事讲述红色故事 弘扬好人精神弘扬好人精神弘扬好人精神
———巴连甲先进事迹座谈会侧记—巴连甲先进事迹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讯（记者）“退役军

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
们要整合全市各高校的优势资
源，打造高水平课堂，为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烹饪’一桌知
识技能的‘盛宴’，帮助他们

‘转好身’‘立好业’，全面助
力 退 役 士 兵 高 质 量 就 业 创
业。”4月19日上午，我市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培训进高校开班
仪式暨全市培训进高校推进
会，在沧州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金星掷地有声。

33名身穿迷彩服的退役士
兵腰板笔直端坐着，认真聆听
现场发言。他们都是职院大学
生，响应国家号召，携笔从
戎，青春献国防；如今，离开
军营，重返校园，开启退役后
的“第一课”，学习本领以成就
未来。

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培
训进高校工作，既是对上级工
作部署的贯彻落实，也是我市
破解工作瓶颈的一次探索创
新。前期，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作为全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培
训进高校试点院校，开展了大
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比如成立校内“退役军人服务
站”“退役军人之家”等平
台，为退役士兵进行政策宣
传、思想教育、学业补习、就
业指导、岗位推荐、创业培训
等服务。这次又专门针对退役

士兵组织实施职业技能培训，
突出就业导向，拓展就业技
能，通过集中授课、实践教
学、岗位见习等方式，完善学
生知识架构，帮其在本专业之
外习得一技之长，提升求职就
业能力。除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外，与会的河北水利电力学
院、沧州师范学院、河北农业
大学渤海学院等 8所高校，也
将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培训
进高校工作。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走在了全
省前列，推出了“基地+平台+
服务”的“双线一体化”模
式，打造了培训和就业创业基
地 64家，搭建了就业、招聘、
创业、培训、网络教育大学 5
个平台，提供了工商注册、金
融贷款、代办社保、政策咨
询、税收减免 5类服务，提供
了就业岗位近万个，相关工作
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军人
军属的赞誉。

这些退役士兵也对未来充
满了信心，代表李荣博表态发
言：“军营磨砺了我们的意志
与毅力，校园则将教会我们知
识和技能，给我们走向社会、
立 足 社 会 、 把 握 人 生 的 底
气。”他表示将好好珍惜此次
培训机会，将服役期间锤炼的
品质转化为就业创业的优势，
做到学有所用、服务社会，实
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本报讯 （记 者 齐 斐 斐）
今年是纪晓岚诞辰 300 周年，
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沧州纪晓岚研究会联合
市国学研究会、市图书馆学
会等组织在弘信书院开展了

“对话先贤 阅享书香”纪念
纪晓岚诞辰 300周年主题阅读
活动。

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宋兆
凯宣读了《全民阅读活动倡议
书》，市国学研究会会长张步云
引经据典，详细讲述了纪晓岚

一生的文学成就、家风家训及
对读书学习的态度。纪昀，字
晓岚，出生于沧县崔尔庄，一
生学宗汉儒、博览群书，工于
诗歌与骈文，长于考证训诂。
多年来，我市纪晓岚研究会等
文化研究团体收集了大量关于
纪晓岚的故事和传说，并深入
研究，成果显著。此次主题阅
读活动是系列纪念活动中的一
项。大家将通过共同学习，更
深入地了解先贤纪晓岚、传承
纪晓岚文化。

本报讯（寇洪莹） 4月 19
日，泊头市第二中学举办了以

“远足研学强意志 红色精神铸
青春”为主题的远足励志活
动。2023级1300多名师生经过
近 5小时的徒步，抵达运河景
观带然后安全返回学校。

同学们在学校领导、老师
的带领下，踏上远足的征途。
整齐的步伐、飘扬的班旗、朝
气蓬勃的队伍，成为运河边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远足路线从
学校操场出发，经胜利西路、
上河城附近运河西河沿、运河
景观带最北段、山楂树广场、
运河之恋、运河东河沿直行，

最后返回泊头二中。
学校还制作了党史知识宣

传牌，师生一边行进，一边问
答党史知识。校长褚祥虎与学
生们依次击掌，鼓励大家坚毅
前行。师生们赶到山楂树广场
后，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
演出活动。学生代表宣读了

“学党史跟党走 传承红色基
因”倡议书，全场齐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在
大路上》等。返程中，有的同
学脚底起泡或者脚部不适，大
家相互激励，坚持前行。活动
也吸引不少家长参与，有的家
长义务捐赠了水等物品。

为研究红色文化，卖粮偷
攒私房钱

海兴县老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兆
新与巴连甲是相交二三十年的老友。他
的开场白简单明了：“我们几乎每天都
交流冀鲁边历史、海兴红色历史的有关
内容。别看他是农民，对红色历史却很
有研究、很有见地。我们是知音。”

李兆新曾任海兴县党史办主任，熟
稔海兴红色历史。上世纪90年代，他去
张皮村了解红色文化时，结识了巴连
甲。他比巴连甲大 4岁。在他眼里，巴
连甲红色文化知识渊博，而且谦虚好
学，为人实在善良。巴连甲家庭条件并
不好，却给自己“约法三章”：演讲时
不接送、不收费、不吃请。李兆新也曾
开导他：去附近乡村讲课还好说，如果
去其他县市，来回要坐车，都要自己花
钱。如果一些单位非要给讲课费，你就
收下吧。巴连甲却连连摆手，坚守自己
的初心。

李兆新还透露了一个连巴连甲的家
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这么多年，巴连甲
搜寻红色文化即使再节俭，也得有花
销。这些钱从哪儿来？开始巴连甲不愿
说，最后被李兆新逼问急了才吐露实
情：原来，每次去卖粮食，他都偷偷藏
下一点儿私房钱。不敢藏太多，太多了
就会影响家里的生活，只要够出门寻

访、打印材料的钱就行。座谈会上，李
兆新感慨：“一个男人卖粮偷攒私房
钱，都是为了研究红色文化啊。”

初中文化的他，参与编写
课外辅导教材

海兴县关工委副主任丁平德介绍，
2021年，沧州创建青少年教育工作室。
因巴连甲办了家庭红色档案室，县关工
委找到他，聘请他为青少年教育工作室
主任。从此，他以自己的家庭红色档案
室为依托，在海兴青少年中义务宣讲红
色文化。尽管只有初中毕业，他的演讲
却材料翔实、故事生动，深受学校师生
的好评。

关工委组织编写学校课外辅导教
材，其中涉及当地的红色革命故事。他
们想到了巴连甲。几十年搜集整理红色
文化，巴连甲几乎天天和文字打交道。
日积月累，他具备了扎实的文字功底。
这套教材中的不少篇章就出自他的手。
丁平德说，拿到这些文章时，连他都惊
叹，没想到巴连甲的文章竟这么流畅生
动。

座谈会上，当丁平德听完巴连甲女
儿巴健的讲述后，一下子就明白了。巴
健说，自己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
总在读书写字，不是坐在炕上写，就是
趴在窗台上写。有时候半夜一觉醒来，
睁眼一看，他还在灯下写。她纳闷：爸
爸又不是作家，到底在写什么？后来爸
爸告诉她，海兴是革命老区，发生过许
多英雄故事，必须记录下来，不然以后
就没人记得了。

听说学校要建红色基地，
他二话没说就来了

张皮小学校长梁连等和巴连甲是邻
居。他说，2021年 3月，学校筹建红色
基地，想找巴连甲帮忙。可那时巴连甲
白天在外打工，晚上才回家。梁连等连
续找了4个晚上，才找到他。

“学校没有这部分经费，我们给不了
任何费用。”说这话，梁连等心里也打
鼓：人家能放着一天百八十元的活儿不
干，到学校来义务帮忙吗？谁知巴连甲
二话没说，立即应承下来。第二天一
早，准时到了学校，红色基地的筹建工
作因此得以迅速启动。仅用20多天，张
皮小学红色基地就赶在清明节前建成了。

“后来我才知道，巴连甲老伴儿开
始不同意让他来。他家是庄户人家，就
靠农闲打工赚个辛苦钱补贴家用，可老
巴还是来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老
伴儿的？”梁连等语气里满是歉意。

巴连甲听后搓搓手，不自然地笑
了：“我也没别的本领，就是给老伴儿
讲故事，讲村里烈士们的故事、支前模
范的故事。这些故事感人呀，老伴儿听
着听着就动情了，工作也就做通了。这
么多年，没有老伴儿的支持，我也做不
下来呀！”

女儿成义务讲解员，陪他
一起传播红色文化

座谈会上，巴连甲的女儿巴健深情
讲述了自己从小看爸爸搜集整理红色文

化的点点滴滴。
巴健年龄稍大，就能给巴连甲当帮

手了。每到这时，平时和颜悦色的爸爸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变得非常严厉。一
次，巴健整理张皮村战争年代参军入伍
的战士名单，一不小心漏写了一个，巴
连甲急了眼，说漏一个名字，就是忘记
一名烈士，这怎么对得起牺牲的英雄！

巴健说，爸爸的那辆破自行车是搜
集红色文化道路上的功臣。他骑着这辆破
车子，跑遍了周边乡县，还自己贴钱去沧
州、石家庄、山东省无棣县等地，搜集整
理了150份老战士回忆录，建成了红色档
案室。后来又提议在村里建烈士陵园，让
张皮及牺牲在张皮的烈士们有个归宿。村
里资金紧张，他就带头捐款。

学校建红色基地时，需要排版做展
牌。巴连甲盯着排版，一个字一个字地
校对。打印店的工作人员说：“这事儿
我们做就行，回家等消息吧。”他坚决
不肯，说：“这是历史，一丁点儿都不
能错。”

红色基地建成后，巴连甲更忙了，
巴健也成为义务讲解员。她说：“传承
红色文化这条路，我会坚定地陪着老爸
一直走下去。”

巴连甲的故事见报后，各界读者纷纷留言
表达敬意和感动。

我曾多次到张皮村红色基地，聆听巴连甲
的讲解，每一次都被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至诚投入、声情并茂的讲解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一次他指导女儿讲解，嫌她缺乏感情，说：

“你就当牺牲的战士是我，你是什么心情！”这
句话深深震撼了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对那段历
史是一种什么心情。他把这项事业当作终生的
使命来对待呀！

寇艳春

巴连甲的事迹感人之处，在于他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崇敬的心、火热的心，执着地做着
一件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却十分有意义的事
情。 崔晓林

沧州环渤海区域与鲁西北地区，地处边
隅，土地贫瘠，造就了人们人品厚道、侠肝义
胆的性格，一经革命火种点燃，就有理想主义
者挺身而出。时至今日，依然民风淳朴、乐于
奉献，海兴一带尤为突出。巴连甲的骨子里都
透着这种性格。 张力争

他自己花钱，风雨无阻地奔跑，搜集抢救
历史资料，还承受一些个别人的闲言碎语。但
他没有动摇，一干就是 40 年，由衷地佩服
他。《沧州日报》的报道是对他半生的一种肯
定。 刘福兴

巴连甲老人树起了海兴红色文化的丰
碑。浓浓的家国情怀、无私奉献和坚韧顽强的
精神，足以让历史有了更深的镜鉴记忆。

李树勤

巴连甲的故事，读后深受教育、备感振
奋，为巴连甲老人的执着、奉献、无私、忘我
的精神和家国情怀点赞！巴连甲老人是我们海
兴的骄傲。 张连喜

巴连甲的红色情怀、感人事迹，催人泪
下！他的名字可谓名副其实。“甲”为天干“甲
乙丙丁”序列之首。他的壮举，无一不是在默
默地连“甲”、创“甲”，乃至超“甲”。一位普
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人指派，自觉自愿地将传
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扛在肩上，一干就是40年。
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 魏文立

巴连甲是一位农民，对红色文化却一往情
深；他 40 年如一日，不间断地传承红色文
化；他无私奉献，把自己卖粮食收入的一点钱
都用到宣传红色文化上；面对许多困难，他痴
心不改，勇往直前。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
的。 武任远

看完报道，我十分感动，深思良久，巴连
甲为什么能做到 40 年如一日坚守红色情怀，
干成常人干不了的事？我想，关健在人品、素
质和高尚的信仰。 张廷林

杨金丽 整理

市政协原副主席武金琢
从《沧州日报》上看到巴连
甲的事迹后，致电记者：“巴
连甲的事迹太感人了，我是
含着泪看完的。一个农民，
太了不起了！”他还撰文积极
推介宣传巴连甲的感人故事。

4月 16日，81岁高龄的
武金琢从沧州赶到海兴，欣
然参加了座谈会。他说，巴
连甲只是一位普通农民，为
什么他的事迹这么引人注
目？这是因为巴连甲不仅是
一位红色文化宣传者，他身
上表现出的优秀品质尤为可
贵。这就是深厚的红色情
怀、无私奉献的忘我精神、
持之以恒的坚强毅力和一丝
不苟的认真作风。

上世纪 80年代初，巴连
甲从部队复员时，正赶上改
革开放。血气方刚的他，完
全可以外出长期打工，或经
商办企业，最起码也会把自
家的几十亩承包地种出个道
道来。但是，他却一心扑到
了寻访和宣传红色文化上。
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从一位
革命老前辈那里得知，自己
的家乡曾是抗战时期冀鲁边
区党政机关的指挥中心，村

村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
故事，人们却不了解这些。
他是革命家庭的后代，又是
一名退役军人，感到自己有
责任、有义务来做这件事。
在个人发家致富和红色历
史传承上，他毅然决然地选
择了后者。他以抢救历史
的心情，争分夺秒，骑着自
行车走村串户，搜集红色历
史资料，还为烈士建档案
室，倡导村里建陵园，协助
学校建红色基地……这些公
益事业，都是他耽误干农活
的工夫、用自家卖粮食的钱
做的。

这条路并不平坦。他听
过别人的冷嘲热讽、经历过
家人的不理解、遇到过被寻
访对象的怀疑、碰到过资金
上的困难、还受到自己文化
程度的局限……但他从没畏
难退缩，一路走了下来。搜
集来的资料，他认真核实、
抄写，整理成档案，其严谨
的工作态度，连县党史办工
作人员都赞叹。武金琢动情
地说：“巴连甲的精神打动人
心，是大家尤其是广大党
员、干部都应该认真学习
的。”

红色情怀打动人心红色情怀打动人心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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