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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静然）连日来，复旦大
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对肃宁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发掘的 90箱“雪村突围战”烈士
遗骸，进行了体质鉴定研究。结果表
明，雪村出土遗骸有多个个体混合的情
况。经统计，“雪村突围战”烈士墓迁
移过程中，出土遗骸的最小个体数为
101例。而备受关注的31号烈士，与山
西认亲者DNA比对结果并不匹配。

今年 4月，肃宁县“雪村突围战”
烈士墓迁移过程中，工作人员在一位烈
士遗骸胸口处发现一张照片，照片中是
一位秀丽端庄的女子。随后，江苏省南
京市的TR美术工作团队对照片进行了
修复还原。这也引起了山西省晋中市薛
女士一家人的注意。薛女士看到新闻后
说，这位烈士的信息疑似其父亲的大
伯，照片中的女子也和其父亲大伯的二
妹妹长得很像。

随后，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把
这名网友亲属的DNA样本同 31号烈士
遗骸DNA进行了提取和比对，比对结
果并不匹配，不符合预期的亲缘关系。

而且，遗憾的是，由于31号烈士的颅
骨彻底残缺，该烈士的形象也无法复原。

“在这些遗骸上，我们看到了很多
弹痕、弹孔，有4例个体出现了粉碎性
骨折，在这之中还有1例个体有子弹穿
过的痕迹，造成股骨骨干上半部分严重
的粉碎性骨折。我猜测是被重机枪等威

力较大的武器打到了骨头上，瞬间导致
的粉碎性骨折。”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
验室负责人文少卿表示。

令文少卿惊讶的是，在这101例个
体中，有 10 例女性或疑似女性的个
体，还有4例婴儿期（0-2岁）个体，4
例幼儿期（3-6岁）个体。“这是我们
第一次在烈士墓中鉴别出女性及婴幼儿
个体，在之前的发掘工作中从未见到
过。”文少卿说。

为什么会在雪村烈士出土遗骸中发
现女性和婴幼儿个体？文少卿猜测：可
能是部队机关的家属没来得及转移，一
起突围遇难；还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避免
日军屠村，战士们带着老百姓进行突围
遇难。

“最震撼的是，我们在一箱遗骸中
发现了两三个烈士和5个小孩，我们猜
测很可能是几个战士带着一群小孩一起
突围，最后全部牺牲，这画面非常悲
壮。但具体情况如何，还需要根据我们
的最终鉴定结果进行判断。”文少卿说。

文少卿说，接下来，复旦大学分子
考古实验室将继续对这些遗骸进行分析
研究，开展烈士颅面复原工作，复原烈
士容貌，同时通过DNA、同位素等信
息，为烈士寻亲提供可能的地理来源，
推测烈士当时的生活状态、营养状态
等，帮助肃宁县“雪村突围战”中牺牲
的烈士们“回家”。

““肃宁烈士紧握照片肃宁烈士紧握照片8282年年””后续后续

家风是一个家庭思想、生活习惯、
情感和精神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是一
种综合的教育力量。家风的好与坏，具
有长远的影响力和强大的渗透力。好的
家风就是一所学校，虽无形，但对孩子
却能形成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更是
陶冶孩子道德情操的“调节器”。我家的
家风是为人守时、勤俭节约、乐于助人。

做人要守时，虽然妈妈没有反复说
过，但总是用行动提醒着我。每次和别
人约定好见面时间，妈妈总会提早几分
钟到达。她说，不能让别人等着。一开
始，我还对她的做法有些不理解，但久
而久之，耳濡目染，我也学着妈妈，养
成了守时的习惯。

父母的生活一直很节俭，从不浪
费。吃饭时，他们要求把饭吃完，不能
浪费粮食。妈妈常常说：“浪费就是犯
罪。”我一直将这句话记在心里。每次
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粒全部吃完，
一粒也不剩。

上小学时，我的铅笔总要用到抓不
住了，然后把铅笔头套上塑料笔管接着
用，直到套不住为止。书包也是自己家

做的，从一年级一直用到小学毕业。至
于穿的衣服，大多都是姐姐穿过的。也
因此，我养成了不攀比、不浪费的习
惯。这一切都得益于父母严格的家教。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小时候，妈妈每年冬天会腌一坛子冬
菜，留一小部分自己吃，其他都送给周
围条件不太好的邻居们。

冬天下大雪，扫雪时，除了扫自己
门前面，还要扫出一条大道为别人行方
便。在村里，好的家风造就了好的人
缘，真正让我体会到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

家风是一个家庭幸福美满的见证，
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良好的家风
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需要长期的积
淀与熏陶。良好的家风润物无声，荫泽
后世，每个家庭都养成良好家风，才会
有整个社会的美好。

近日，青县图书馆在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三楼阳光阅览室开展了“用快乐诵读经
典 让天真点亮梦想”系列文化活动。通过经典朗诵、情景剧、绘本剧表演等丰富
多彩的形式，推动市民参与全民阅读，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张晓岩 郭 超 摄

“叫它庄稼，五谷中没有它；
叫它花，万花丛中没有它。但它却
比任何花朵都温暖、深情。”

作为沧州市农林科学院的棉花
栽培专家，68岁的刘永平对棉花情
有独钟。他爱棉花的朴实无华，更
爱棉花的温暖深情，那片白色“花
海”，是刘永平的希望所在，也是
他的毕生追求。

皮肤黝黑，笑容憨厚，若不是
有人介绍，很难把眼前这位“老
农”和专家联系在一起。但在沧州
棉花研究领域，刘永平却是一个绕
不开的名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科
技成果奖评委、省农业研究系列高
级职称评委，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
者；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 1
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三等奖 2 项，更是在
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达
30余篇……

8年前，刘永平从市农科院农
田高效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
但他和棉花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于
他而言，棉花不再是简单的农作
物，而是一生追求的梦想和事业。

大胆立下“军令状”

6月 10日，东光县于桥乡西小
崔村棉花试验田。

早上 7时刚过，一辆面包车驶
来，下来10多名师生。

接下来的两天，他们要在试验
田70多亩地里，播下不同株型的棉
种。

忙碌的人群中，戴着黑框眼镜
的刘永平尤为引人注目。他时不时
蹲下去拨弄棉苗，只几句话就道出
了问题的关键点，让身边的学生和
棉农惊叹不已。

实际上，在市农科院，关于刘
永平的故事、工作经历一直充满了
传奇色彩。

20世纪 80年代，从沧州农校
毕业的刘永平，被分配到省农科院
沧州农业研究所 （今沧州市农科
院） 的实验室，从事检验检测相
关工作。看着其他研究员三天两
头往庄稼地跑，捧回来一项项让
农民增产增收的技术，而他却只
能每天待在实验室里和“瓶瓶罐
罐”打交道，他的心里不免有些
失落。

不久，他就找到所里领导，立
下了军令状：“给我3年时间，如果
干不出成绩来，那我还当检验员去。”

彼时，所里大多都是学农业专
业的大学生，一个中专毕业生能有
如此大的魄力，这让所里领导都吃
了一惊。

就这样，刘永平来到了棉花课
题组。从此，再也没离开过。

当时的农科所，一无设备二无
资金，更无育种资源。大地渴求良
种，工厂急需优质棉。

那个年代，燕赵大地虽盛产棉
花，但缺少自己的当家品种，产量
不稳定，从而直接影响着我国棉花
生产和棉纺工业的发展。

接过任务的刘永平，开始疯狂
地学习棉花育种知识，几年间学完
了十几门大学有关课程。他求教老
前辈，收集棉花育种材料，把自己

“种”到了试验田里。
那段流汗又流泪的日子，深深

印刻在刘永平的记忆中。
从播种第一天起，他便像看护

孩子一样精心照管：耕、锄、浇、

防虫，还要一株株地记录下各种数
据。

“两个小时一测光，没有仪
器，就用尺子量。一株棉花50来片
叶子，所有的数据都是这样一点点
量出来的。”刘永平说，很多人看
到那一幕，都把我当成了当地的农
民。

4个“十年计划”

通往试验田的路，刘永平走了
很多年——从所里走到棉纺厂，坐
一路车到长途汽车站，到达目的地
后再转乘公交车就到达吴桥试验站
了。通常，他一去就是一个礼拜，
吃住都在村里，等再回到家，衣服
都是馊的。

众所周知，棉花生长期长，每
年从4月播种到10月收获，育棉人
大半年都不得闲。

每年七八月份，是一年中天气
最热的时候，也是刘永平最忙碌的
时候。炙热的太阳烤着大地，站在
田地里，就像站在蒸笼上，汗水浸
泡衣服，顺着衣袖直向下淌，他却
浑然不知……人力不足，刘永平就
自己背上20多公斤的喷雾器给棉苗
打药。

可他并不在意这些，鲜活的数
据和研究成果比这更重要。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刘
永平带领课题组创新的技术，获得
了国家发明奖。

了解刘永平的人都知道，他做
事严谨认真，要么不干，要干就一
定会干好。而且思路清晰，在研究
前，他就已经在脑海中反复预演了
试验的经过。

棉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作物
之一，而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原棉产
国、第一大棉花消费国。在中国种
植业中，从棉花种植、加工、流
通、纺纱织布到成品，一系列环节
息息相关，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便
利的同时，更对稳定经济发展、促
进民生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在中国棉花产业发展最快的时
期，刘永平凭借努力，实现了自己
的4个“十年计划”：

1985年—1995年，主持国家及
河北省农业科技攻关项目，创新了
棉花“开心株型”高产栽培新技

术，使得棉花亩产量从 250公斤，
提高到了350公斤；

1995年—2005年，创新了抗虫
棉多茎倒伞株型高产简化栽培新技
术，从追求产量变为追求效益，这
项技术省工又省力，获得河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如今仍在推广应
用；

2005年—2015年，指导育成优
质棉新品种，创新了简化高效集成
技术，推广范围扩大到鲁、豫、
陕、晋等5个省……

一项技术，从立项到实现，至
少要10年。试问，人这一辈子能有
几个10年？

刘永平却把一生都献给了那片
“花海”，献给了他热爱的棉花事业。

2010年前后，随着国家棉花种
植区域布局调整，华北地区棉花种
植规模大幅缩减，于是，刘永平提
出西棉东移，决定在盐碱地上做文
章。他研究出的“一膜双沟起垄
覆膜技术”“盐碱旱地棉花轻简
化五统一栽培技术”获得了国家发
明专利。

近两年，他对农业技术的探
索，依然没有停止。

刘永平的身影总是那么朴素低
调，他的名字，很多人也没有听
过。但他的工作，却在农田里悄然
绽放，影响着无数棉农的生计。

一生与棉为伴

由于长期劳累，刘永平的脚步
越来越慢，声音也变得沙哑。直到
两年前去医院检查，诊断为声带水
肿，医生说即使手术也无法完全恢
复。

拿着化验单的那一瞬，无数画
面涌上他的心头——曾经，一天跑
过 4个乡镇，为上千农民讲课；曾
经，他走到哪里，棉花种植的培训
课，就开在哪里；曾经，棉农们如
饥似渴的求学目光，就是他科研攻
坚的源泉和动力……

刘永平和棉农之间的感情深
厚。有时下乡，赶上雨天，道路
泥泞，他就住在棉农家。炕头
上，几个菜，一盅酒，掏心掏肺
地交流，哪个棉种更抗萎、怎么
种植抗灾能力强……聊着聊着就
到了后半夜。

直到现在，东光县于桥乡西小

崔村的村民都忘不了刘永平。20世
纪90年代，他的“开心棉”技术不
仅帮助当地村民走上了科技兴棉、
脱贫致富的道路，还让人们记住
了这个一讲起棉花就滔滔不绝的
憨厚汉子。不管农田所推广哪种
技术，村民们都无条件地支持种
植。

虽然，刘永平已经离开了工作
岗位，但课题组遇到问题，他仍帮
着大家一起解决。他也被学生们当
作偶像一般敬重。

2000年前后，刘永平带着抗虫
棉多茎倒伞株型高产简化栽培新技
术参加国家科技奖的评定。台下，
是一众国内知名的农业专家评审，
台上，来自全国各地科研所的研究
人员，带来了最先进的农业技术。
他们要么抱着一大摞材料，要么在
屏幕上用 PPT展示。只有刘永平，
手拿一株棉花便走上了台。从这项
技术的种植模式、栽培技术到推广
意义，他侃侃而谈，胸有成竹。讲
完，台下掌声雷动。

一株普通的棉花，不需要过多
演示，所有的技术都装在了他脑子
里。

其间，中国农业大学和多家棉
花企业聘请，都被刘永平婉拒了。
他离不开家乡这片热土。

刘永平身兼两种气质，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爱琢磨事，对
农业有感情。”前者，让他专注于
农业研究，有学者的风范；后者，
让他具有报国惠农的情怀。

这些光环，即使退休都挡不
住。许多年轻的研究员请教问题，
都深感跟不上刘永平的思路——他
不仅研究农业技术，还能实现产业
化，让棉农增收。

如今，在东光、吴桥仍能看到
一片片洁白如雪的棉田，一直延伸
到天边。这是刘永平最喜欢看到的
景象，他说：“我最喜欢棉花生长
的两个阶段：破土发芽和普遍开
花。发芽象征希望，开花代表希
望。”

那里，就是他和万千棉农寄予
无限希望的田野。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
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
果……”悠扬婉转的歌声，一唱
百和，掌声、歌声、欢呼声响彻
村庄。6 月 15 日晚，沧县兴济镇
百姓在乾宁公园自发举办文艺晚
会，纪念青沧战役胜利兴济解放
77周年。

晚 8时，随着一段优美的舞蹈
《黄河水从门前流过》，晚会拉开了
序幕。随后，独唱、歌伴舞、模特
队走秀、京剧等节目轮番登场，高
潮迭起，吸引了来自十里八乡的千
余名村民前来观看。

今年 76岁的陈四雄是这次活动
的组织者，他说：“虽然我们的节目
不专业，但表达了村民的真实心
声。这场晚会既是对解放兴济的纪
念、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也是对我
们今天幸福生活的赞美。”

据了解，1947 年 6 月 12 日夜，
兴济攻坚战打响。晋察冀野战军四
纵兵分四路，向兴济进发。14日 10
时，强攻开始。经过几个小时的激
战，敌人大部被歼。有战士将一面
红旗插在镇中心的烟囱上，兴济宣
告解放。部队乘胜追击，1947年 6
月15日，沧州解放。

当年，兴济镇群众为新中国成
立作出了突出贡献，许多红色故事
至今流传。

“77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兴济镇也有了飞
跃似的发展。”陈四雄说，有感于
这段历史，一个多月前，他开始
策划此次文艺晚会。而令他感动
的是，村民们纷纷提供帮助和支
持，有的出谋划策，有的布置背
景。村民陈风娟用汽车拉来了专
业的音响设备，建国街村委会制
作了条幅，演出当天还送来水果
和矿泉水。村民们用歌舞诉深情村民们用歌舞诉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