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英雄故事催人泪下

5月19日，在南下干部后代
相聚的活动上，衢州市龙游县
8090宣讲团宣讲员詹雅芝为大
家讲述了女英雄张凤俊的故事。

1949年初夏，19岁的沧州
盐山姑娘张凤俊，跟随叔叔张秀
岩南下，担任龙游县北区妇联主
任，是当时龙游县最年轻的南下
女干部。

1949 年 7 月 13 日下午，国
民党残部叶鹤纠集土匪，包围了
当时的区公所驻地陈家村。张凤
俊当时正在群众家中调研。得到
消息后，她不顾老乡劝阻，立即
赶去增援，和留守的干部拿起武
器奋勇抵抗，最终寡不敌众，不
幸被俘。

途经下翁墩古石桥时，叶
鹤得知张凤俊的身份后，对她
威逼利诱。张凤俊不为所动。
叶鹤恼羞成怒，对她施以酷

刑。张凤俊强忍剧痛，痛骂叶
鹤，对着他的脸连吐两口血
沫。叶鹤掏出手枪，对准张凤
俊连开两枪，命人将她踢下石
桥，落入滔滔洪水中……

“父亲在世时，常和我们提
起张凤俊的事迹。”从杭州赶来
参加活动的宋建国，是龙游解放
后首任县长宋秀村的儿子。宋秀
村与张凤俊同是来自盐山的南下
干部。

当得知张凤俊烈士的堂弟张
国兴也赶来参加活动时，人们站
起身，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虽然
从未谋面，宋建国和张国兴却一
见如故。“我们的亲人曾一起并
肩战斗！”宋建国激动地说，当
年，他的父亲和很多南下干部都
对没能成功营救张凤俊充满遗
憾。这一幕也让现场很多人流下
了热泪。

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少沧州干部南下不少沧州干部南下，，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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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南下干部后代们的接
触，吕少军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南
下干部当时的情况。他给记者讲
述了宋秀村、张振国、武同升的
故事——

宋秀村，盐山城关人，曾任
盐山城关区委书记。南下时专
门有一支 12 级以上干部的小分
队，宋秀村是队长。小分队直
接到杭州灵隐寺集训了半年，
准备留在杭州工作。后来因为龙
游情况复杂，上级派他到龙游，
他成为龙游解放后的首任县长。
宋秀村不仅严于律己，对子女和
亲友，要求也很严格。3年自然
灾害时期，他曾接弟弟一家来南
方，却没有安排工作。一年后，
弟弟一家又回了老家。他的儿子
宋建国回忆，一次，他看见父亲
大冷天与水泵工一起下水修水
泵。“当时父亲只穿了短裤。后
来 我 问 父 亲 ， 为 什 么 不 穿 雨
裤 ？ 他 说 ， 当 时 只 有 一 条 雨
裤 ， 工 人 师 傅 没 穿 ， 我 也 不
穿。”

张振国是盐山县黄道刘庄村
人，1942 年参加八路军，先后
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南下
途中克服困难、艰辛跋涉的经
历，以及到达浙江后遭遇种种

危险、参加剿匪战斗、守护水
电站等故事，深情回忆了来自
家乡的女英雄张凤俊的壮举，
真实感人，催人泪下。他的这
本回忆录，成为研究南下干部
的重要资料。

来自海兴武常丰村的武同
升，也是南下干部之一。他 1938
年参加革命，1949年来到衢州江
山 3年后，才将妻儿从老家接来
团聚。他干工作有“四宝”：斗
笠、蓑衣、锄头、解放鞋。

武同升的儿子武保权说，
1975年冬，他在江山县上余区四
都乡插队。一次，他参加“治山
治水，开发黄土丘陵大会战”劳
动时，在肩挑手扛的人群中，看
到了父亲的身影。“那时父亲年近
六旬。老百姓们说，老县长还是
当年的英雄本色！”武保权说，那
一刻自己既心痛又骄傲，立志要
成为父亲一样的人。

每次回老家海兴探亲，离家
前，武同升都会拿起扁担，为父
母、兄弟、邻里挑满水缸。小时
候，武保权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
这么做。而今他明白了：父亲心
里总是对父母和家乡亲人有一份
亏欠。忠孝不能两全。他只能用
挑水的行动，尽可能地弥补心中
的亏欠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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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150 多名南下
干部后代齐聚浙江省衢州市，
缅怀先辈故事，重温父辈战
歌。

75 年前的 5 月，来自冀鲁
边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听从党的
召唤，千里迢迢来到江南。南

下干部中，不乏沧州人。他们
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告别故
土，远离亲人，犹如一颗颗来
自北方的“种子”，化作江南
的“春泥”，将青春、智慧、
热血甚至生命，倾洒在南国大
地上。

南下干部是新中国历史上一
个特殊的群体。

解放战争后期，山东、河
北、山西等解放区积极响应党中
央号召，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解
放军南下，接管地方政权，支援
南方解放区建设。

盐山县政协原副主席、冀
鲁边红色文化研究者吕少军，
最近正着手研究冀鲁边区尤其
是沧州南下干部的情况。他介
绍说，以目前掌握的资料来
看，当时的南下干部共分 2
批，第一批南下干部 1948年底
出发南下；第二批南下干部由
刘格平、周贯五率领，1949年
2月南下。

“1948 年 12 月，渤海区确
定了第一批南下干部，其中不
少人就来自现在的盐山、海
兴、南皮、东光、吴桥等地。
1948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当
时的靖远县 （今盐山） 南下干
部动员选拔大会召开。大会最
终确定了首批 150 人的南下干

部工作队名单。宋秀村、张秀
岩、张凤俊等都在这个名单
里。当时只给他们两天假，可
以回家看望父母、告别亲友、
处理家务、整理行装等，之后
就集合出发。许多干部因徒步
行走路程太远，回到家只待了
几个小时，便匆匆离家集合南
下。”吕少军说。

途中，他们与南皮、东光、
吴桥等地的南下干部工作队汇
合，接受整编和培训后，随解放
军南下。

出发时，他们还穿着厚厚的
棉衣；来到南国，已到5月，到
处山清水秀，花红柳绿，一派江
南风光。他们取出棉衣里的棉
花，棉衣变夹衣，立即投入到紧
张繁重的工作中：筹粮支前、清
剿匪患、土地改革、培训干部、
恢复生产、安抚人心……

“他们像来自北方的种子，
把自己播种进南国大地，最终像
一片落叶，化作江南的一抔春
泥。”吕少军说。 武同升赤脚参加劳动武同升赤脚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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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沧县纸房头镇肖家楼倒虹吸水利枢纽南
侧，大运河与南排河相交的地方，有一座沧州水
利文化展示馆。这里碧水汤汤、古木森森、白鹭
翩翩，风景宜人，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运河文
化研究者、水利高级工程师寇金星带我们参观了
展馆。

展馆由沧县人民政府与市水务局共同建设，
馆名由著名书法家管峻题写，主要展示沧州水利
文化的发展历程，兼具体验、研学等功能。

走进展馆，进门处，“水如意”造型颇为吸
睛。寇金星介绍，展馆主体采用如意设计，外围
呈现水蓝色的视觉效果。展馆东侧采用如意形景
观水池，“双如意”连接在一起，恰似沧州地图
轮廓，取“九河沧州，水润如意”的美好寓意。

“沧州地处九河下梢，春季易旱，夏季易
涝，尤其在古代，旱涝灾害常常连年发生……”
寇金星边走边为大家讲解沧州与水的故事。在这
里，我们可以看到历代沧州官民的治水故事，还
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治海河等一系列的抗
洪、治水的故事，以及新时代亲水、惠民、人水
共生的故事。展馆中还陈列着各个不同时期的老
照片、水利施工设计图……寇金星一一详细讲
解，带领大家穿越历史，了解大运河沧州段的水
利文化和水工智慧。

在肖家楼倒虹吸工程的展牌前，寇金星绘声
绘色介绍起来：“展馆所在的位置肖家楼倒虹吸
工程有跨南运河桥和南排河穿南运河倒虹吸工程
公路桥，其中最有特点、最好看的当属倒虹吸工
程。它建于 20世纪 60年代，当时是亚洲第一大
倒虹吸水利工程。”寇金星说，天下有河不为
奇，河下有河古来稀。南运河由南向北流，南排
河自西向东流，两河在沧县大白洋桥三村东南呈
十字形交叉。南排河以涵洞的方式从运河下方穿
过。两头高，中间低，恰似倒置的虹吸管结构，
从而得名倒虹吸。1970年版、1975年版的河北
省叁斤地方粮票，就曾采用过这一工程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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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接力帮扶志愿者接力帮扶
贫困娃走进学校贫困娃走进学校

本报讯（记者寇洪莹）“乐乐，这段时间上
学，你想谁了？”前两天，乐乐 （化名） 一放
学，赵玉霞就开车接上他，一路上两人有说有
笑。虽然帮扶时间不长，但乐乐已成为她心中的
牵挂。

47岁的赵玉霞是沧州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
理辅导志愿协会泊头团队的志愿者。在泊头市寺
门村镇走访孤困儿童的过程中，志愿者们了解
到，12岁的乐乐因为家庭的原因，没有上学。
他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疾
病，19岁的哥哥在外打工，6岁的妹妹患有唐氏
综合征，不会说话，智力和身高停留在3岁儿童
的阶段，家庭负担很沉重。

志愿者们决定帮乐乐上学。冯秋菊为孩子联
系学校，解决了乐乐学籍的问题；范素知主动承
担起乐乐的学费，杨杰发动志愿者的力量，很快
筹捐到了孩子所需的被褥、衣物、学习用品等。
今年3月12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乐乐终于
走进了校园。

志愿者们齐心协力，共同照顾乐乐的生活。
每天下午乐乐放学时，赵玉霞只要有时间，就把
乐乐接到身边。她给乐乐洗头、洗脚、剪指甲，
还给他洗衣服。看到孩子没有换洗的衣服，带着
他去买了新衣。乐乐学习基础差，每逢周末，小
学老师牛全敏专门给他辅导功课……

志愿者们的接力帮扶温暖了乐乐，也给了乐
乐力量。“乐乐在学校学习认真，听话懂事，经
常帮老师打扫卫生，让人喜欢！”乐乐的老师说。

寇金星寇金星（（左一左一））为游客介绍沧州水利文化为游客介绍沧州水利文化

本报讯 （记者杨金丽） 5
月29日，沧州银行桥西支行工
作人员来到市军休所，为军队
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上门办理

“戎耀卡”，并进行其他金融服
务。

当天，市军休所内人头攒
动，40多名军队离退休干部及
其家属早早来到现场。沧州银
行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戎耀·
金融服务”的六项专属服务内
容，重点介绍了银行专为退役
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现役军
人及军属发行的专属借记卡

“戎耀卡”、专属定期产品“戎
耀存单”，以及专享的“一分钱
乘车”戎耀活动。离退休干部
及家属对此很感兴趣，纷纷办
理相关金融业务。

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
下，刚刚办理完“戎耀卡”
的王振才露出了笑脸。王振
才 60 岁，1982 年参军，1996
年病退，曾在部队荣立过两
次三等功。他说：“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和沧州银行联手搞
的这个活动，是给予军人的
特别荣誉。以后到银行存取
款 更 方 便 了 ， 乘 公 交 只 花
一分钱，多好的事！”

正在排号等候的马玉营，今
年 76 岁，全家人都和部队有
缘。他兄弟4人都曾参军入伍，
女儿也曾当过兵。他1966年参

军，荣立过三等功，是团级干
部。1982年，他到部队干休所
工作，1995年任所长，2001年
退休。这些年，他不是在部队保
家卫国，就是在为离退休军人服
务。他说：“军队离退休干部岁
数都大了，出门不方便。沧州银
行工作人员上门服务，这个活动
办到了我们心坎里，太好了！刚
才听工作人员说，这个活动还有
一些优惠措施。一会儿一定好好
咨询一下。”

沧州银行桥西支行工作人
员李晶介绍，他们提前作了充
分准备，抽调沟通能力强、业
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上门办理
相关业务。市军休所副所长刘
瑞祺说，军休所都是老同志，
年纪大、对网络不熟悉，银行
工作人员办理起相关业务来，
有一定难度。但他们服务热
情、介绍详细，赢得了老同志
们的赞誉。

据悉，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沧州银行联合推出的“戎
耀·金融服务”，5月 22日正式
启动。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
象凭优待证或退伍证、现役军
人和军属凭军人保障卡，都可
到沧州银行网点办理相关服
务。此外，围绕金融拥军，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与沧州银行
就“戎耀·金融服务”相关内容
进一步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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