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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他们，年龄不
同、身份不同、岗位不同，但情怀
相同，都倾情“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服务。“戎耀”狮城，他们是照
亮社会的点点星光。即日起，沧州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沧州银行、沧
州日报社 3家单位将联合推出“戎
耀狮城·闪亮的名字”大型报道活
动。

这些闪亮的名字里，有投身乡
村振兴的致富排头兵，有创办少年
军校的学校负责人，有用匠心擦亮
科技名片的“沧州工匠”，有崇尚
英烈的红色文化传播者，有用柔弱

双肩挑起家庭重担的好军嫂，有积
极服务国防建设的企业家……无论
是退役军人、“双拥”人物，还是
军人家属，他们都用行动深刻诠释
了狮城党政军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新时代“双拥”精
神。宣传他们，将激发广大群众拥
军优属的参与热情，浓厚尊崇军人
的社会氛围。

此次活动的冠名单位沧州银
行，是我市爱国拥军志愿者联合
会成员单位，近年来一直积极响
应国家的拥军优属政策，近期推
出了系列拥军、惠军产品，同时

为退役军人提供专人引导、专区
服务、专属权益、专线客服等优
质、优先、优惠服务。他们还一
直致力于帮助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这次围绕“戎耀”主题，沧
州银行专门成立了“戎耀”金融
服务小组，搭建了“戎耀”金融
服务平台，创新了“戎耀”系列
产品与服务，发行了全省城商行
系统首张拥军专属“戎耀”借记
卡，搭建起面向退役军人的系统
化 服 务 体 系 ， 以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理念，助
力“双拥”之城建设。

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沧州沧州银行银行、、沧州日报社沧州日报社三家单位联合推出三家单位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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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坐落在
运河边，白墙灰瓦，花树灿烂，颇
有江南秀美之风。村里最气派的地
方，一是孝老食堂，一是水上火锅
城。它们分别代表孝老文化和美食
文化，犹如两翼，带着这个村走向
乡村振兴。

胡宗权从村中走来，身材魁
梧，一脸坚毅。他 1990 年入伍，
1993年复员，1997年当选村委会主
任，2018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尽管退伍多年，他依然
保持着军人作风：认准的事，困难
再大，也坚持到底。

时光回到 2016年。当时，农村
一场白事办下来，要花四五万元，
村民负担沉重。可这是多年的习
俗，谁也不敢破例。胡宗权说：“这
是陋俗，必须改！”

他带领村“两委”提前谋划，
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出台了一系
列规章制度，置办了从灵棚到白烛
等一应物品。人手不够，他就动员
村民参加。

一位老人深夜去世。得到消息
后，胡宗权一声令下，理事会成员
带着一应物资，深夜就位，搭灵
棚、扯孝、建临时厨房……子女至
亲穿孝服，吊唁的人戴白花；取
消 宴 席 ， 饭 菜 是 一 荤 一 素 两 个
菜；帮厨的人穿白大褂、戴卫生
帽，干净卫生……

丧礼办得既节俭文明又排场体
面。办完白事，能继续使用的物
品，全都交回理事会，连穿过的孝
衣都洗得干干净净，留待以后再
用。移风易俗的“当头炮”就这样
打响了。通过移风易俗，人和镇村
还锻炼出一支特别能战斗、肯奉献
的志愿者队伍。在之后的各项工作
中，这支志愿者队伍发挥了大作
用。

2019年冬，胡宗权发现了独居
老人吃饭凑合的现象。他是出了名
的孝子，最看不得老人过不好。他
马上召集村“两委”研究，决定创
办孝老食堂，为 14位独居老人“养
老”。

2020年12月10日，孝老食堂办
起来了。村“两委”和义工们排班
轮流做饭，为独居老人免费提供一
日三餐。村民们既欢迎又感动，很
多人纷纷捐款。人和镇村的风气也
因此越来越好，人心越聚越齐。

一些村主动来学习、“取经”，
政府部门也因势利导，孝老食堂在
青县农村遍地开花。不久，沧州各
县 （市、区） 推广孝老食堂的做

法，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从中受
益。“孝老食堂要良性运转，不能光
靠捐款，村集体有实力才是关键。”
胡宗权说，村民虽然生活富足，但
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人和镇村是流河火锅鸡的发源
地，很多村民走南闯北，把火锅鸡
做到了全国各地。胡宗权和村“两
委”决定，围绕火锅鸡，打造一座
水上火锅城。

2023年 9月，人和镇村的水上
火锅城建起来了。火锅城采用村民
入股、集体经营的运营模式。建设
之初，项目资金缺口大。村民们拿
出做义工的精神，自己动手，会打
桩的打桩，会木工活儿的干木工活
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
他们硬是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费
用，建起了水上火锅城。胡宗权特
别感动，他宣布，义工服务也能折
合股金入股。如今，水上火锅城的
生意越来越好，还创出了自己的品
牌。

青县文联原主席韩雪多次到人
和镇村采风。胡宗权感到，乡村要
有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的力量。
他聘请韩雪担任村文化顾问，请他
参与到村庄发展规划中。韩雪为村
庄发展出了不少金点子，帮助村里
挖掘出码头文化、红色文化等十大
文化，还由此创作了不少文艺节
目。如今，每逢周末，这些节目就
会在水上火锅城大舞台上演出。

对于未来，胡宗权还有很多规
划：通过火锅鸡产业做强村集体经
济、打造运河美食民宿游、筹建运
河河北段近代军事史料展陈馆暨人
和镇村史馆……为了美好的明天，
他和村民们正在努力奋斗中。

9月的天空，明净高远。种过旱碱麦
的农田里，玉米已近成熟。一阵风吹来，
沙沙作响。

“我们的旱碱麦马上要进北京的‘菜篮
子工程’啦！下个月，大学生们要在这里
搞直播大赛，帮我们卖旱碱麦、冬枣和皇
冠梨！”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务镇大科牛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文举说。

今年43岁的于文举，2001年参军，参
加了四号、五号、六号神舟飞船发射任
务，荣获三等功1次、优秀士兵5次、团以
上嘉奖 3 次，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战士。
2013年 12月退役时，他选择了自主择业，
应聘到河北伦特化工集团。退伍不褪色的
优秀军人品质，让他从一名维修工做到了
集团高层。2021年，于文举再做惊人之
举：辞去高薪工作，回到家乡，投身于乡
村振兴这一新“战场”。

于文举回村那年，村容村貌还是老样
子。坑坑洼洼的村路，晴天一身土，雨天
两脚泥。他带领村“两委”积极协调各部
门、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修成了 1200

米的柏油路，彻底解决了进村难的大问
题。他建强党支部，组建志愿服务队，积
极投身拆违修路、清理卫生等工作。全村
面貌焕然一新，村风也逐渐向好趋正。

大科牛村是一个拥有 2300 多名村
民、1万多亩土地的农业村。“必须让农
民告别‘单打独斗’，联合多方力量让大
伙儿增收。”于文举说，实现乡村振兴，
农业产业发展、产业融合才是重点和出
路。他探索“党支部+集体经济合作社+
公司”的模式，推动土地经营向集中
化、规模化、高效化发展。他首先将中
粮集团“博远 360+”农业服务模式示范
基地项目引进黄骅，不仅让大科牛村乡
亲们受益，还带动了周边村的百姓致
富。之后，他又为村里引进浅埋滴灌项
目，让乡亲们每年每亩获得 600元租金收
入，同时村集体还能增收 7 万余元。此
外，他还采用村集体为农户统一采购种
子、化肥的“居间服务”模式，既让农
民节约了成本，也让村集体增加了收
入，实现了双赢。

退役11年来，于文举依然保持着军人
的本色和作风。去年4月，他联合周边7个
村的党支部书记，牵头组建齐家务镇乡村
振兴党建联合体。大家取长补短，抱团发
展，轮流直播，在抖音平台上宣传齐家务
镇风土民情，对以旱碱麦为代表的特色农
产品进行直播带货。

“我们的旱碱麦和冬枣如今已实现了全
国销售。下一步，旱碱麦即将进入北京的

‘菜篮子工程’，冬枣进入北京新发地商品
批发市场。现在最难的是皇冠梨的销售。
尽管我们大科牛村的皇冠梨品质很好，但
是因为还没打出知名度，梨果又已成熟，
我和果农一样着急。”采访时，于文举刚从
青县送完一车旱碱麦回来，又马不停蹄地
联系有关部门，希望加大宣传力度，拓宽
皇冠梨销售渠道，让村民增产增收。

走进肃宁县付家佐镇西泊庄村走进肃宁县付家佐镇西泊庄村，，村舍村舍
俨然俨然，，鸟语花香鸟语花香，，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
游客们前来游玩游客们前来游玩，，体验这个冀中小村农业体验这个冀中小村农业
观光游的特色与魅力观光游的特色与魅力。。

一位面庞黝黑一位面庞黝黑、、腰板挺直的老人腰板挺直的老人，，经经
常来此义务当导游常来此义务当导游。。他那略带乡音的解他那略带乡音的解
说说，，让人觉得特别亲切让人觉得特别亲切。。

他叫任树军他叫任树军，，6565岁岁，，是西泊庄村党支是西泊庄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在他的带领下，，昔昔
日贫穷落后的西泊庄变成了今天如诗如画日贫穷落后的西泊庄变成了今天如诗如画
的的““糖人村糖人村”。”。

1313年前的西泊庄年前的西泊庄，，不要说村庄基础建不要说村庄基础建
设设，，就连村民喝自来水都是大难题就连村民喝自来水都是大难题。。很多很多
农户搞养殖农户搞养殖，，村中气味难闻村中气味难闻，，人们一进村人们一进村
就捂鼻子就捂鼻子。。

任树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任树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
的的。。他他19781978年当兵年当兵，，从士兵干到班长从士兵干到班长、、代代
理排长理排长，，多次受到营多次受到营、、团嘉奖团嘉奖，，立过个人立过个人
三等功三等功；；复员后经商复员后经商，，生意做得风生水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起。。20112011年年，，乡镇领导找他谈话乡镇领导找他谈话，，他成了他成了
村里的当家人村里的当家人，，从那时一直干到现在从那时一直干到现在。。

任树军决定先解决村民们的喝水问任树军决定先解决村民们的喝水问
题题。。可村里没钱可村里没钱，，咋办咋办？？

““咋办咋办？？硬办硬办！”！”任树军掏出任树军掏出 44..88万元万元，，
垫资建水塔垫资建水塔、、铺水网铺水网。。大夏天暑热如蒸大夏天暑热如蒸，，
他跑前忙后他跑前忙后，，和工人一起干了和工人一起干了66天天66夜夜，，终终
于让村民都喝上了自来水于让村民都喝上了自来水。。

之后之后，，他带领村他带领村““两委两委””扩街修路扩街修路、、
硬化街巷硬化街巷、、外迁养殖场……外迁养殖场……

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一面墙上挂满了一面墙上挂满了
荣誉牌荣誉牌：“：“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全国文
明村明村””……任树军自豪地说……任树军自豪地说：“：“要说西泊庄要说西泊庄
的变化的变化，，党群服务中心就是最好的证明党群服务中心就是最好的证明。”。”

以前以前，，这里是垃圾坑这里是垃圾坑，，一到夏天一到夏天，，蚊蚊
蝇乱飞蝇乱飞。。任树军带着党员任树军带着党员、、村民代表把坑村民代表把坑

填平填平，，在上面建起党群服务中心和小广在上面建起党群服务中心和小广
场场。。如今如今，，这里成了村里的这里成了村里的““门面门面”。”。人们人们
来参观考察来参观考察，，第一站就是这里第一站就是这里。。村民们也村民们也
喜欢到广场的大树下乘凉喜欢到广场的大树下乘凉、、唠嗑唠嗑、、跳舞跳舞。。

西泊庄从全县有名的落后村西泊庄从全县有名的落后村，，一跃成一跃成
为为““标杆村标杆村”。”。20212021年年77月月11日日，，任树军走任树军走
进人民大会堂进人民大会堂，，在国家在国家““七一七一””表彰大会表彰大会
上上，，捧回了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的荣
誉证书誉证书。。

带出一支作风过硬的党员队伍带出一支作风过硬的党员队伍，，是任是任
树军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树军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上任伊始上任伊始，，他每他每
天清晨都带领党员义务扫大街天清晨都带领党员义务扫大街，，一坚持就一坚持就
是是 55年多年多。。直到直到 20162016年年，，有关部门给村里有关部门给村里
配备了环卫工才停止配备了环卫工才停止。。

西泊庄是著名的西泊庄是著名的““糖人村糖人村”，”，历史可追历史可追
溯到清末溯到清末。。直到直到20102010年年，，村民吹糖人儿也换村民吹糖人儿也换
不回几个钱不回几个钱，，这门手艺眼看后继无人这门手艺眼看后继无人。。

“‘“‘糖人儿糖人儿’’是个好东西是个好东西，，不能丢不能丢！”！”
任树军说任树军说。。在他的倡导下在他的倡导下，，村里建起糖人村里建起糖人
展厅展厅，，申报省级非遗申报省级非遗，，还成立了糖人艺术还成立了糖人艺术
团团，，组织村民学习吹糖人技艺组织村民学习吹糖人技艺。。从从20162016年年
开始开始，，糖人艺术团先后到各旅游景区驻场糖人艺术团先后到各旅游景区驻场
表演表演，，打出知名度的同时打出知名度的同时，，也开拓了市场也开拓了市场。。

渐渐地渐渐地，，任树军有了文旅开发的新思任树军有了文旅开发的新思
路路。。此后此后，，西泊庄陆续建起糖人文化街西泊庄陆续建起糖人文化街、、
民俗文化小院民俗文化小院、、民俗艺术小院民俗艺术小院。。20192019年年，，
他们筹资他们筹资 100100多万元多万元，，建起牡丹园建起牡丹园、、芍药芍药
园园。“。“既可观光既可观光，，又能药用又能药用，，这样创收路子这样创收路子
广广。”。”任树军说任树军说，，这两年这两年，，村里又建起生态村里又建起生态
采摘园采摘园、、小动物乐园小动物乐园，，文旅资源越来越文旅资源越来越
多多。。从从20202020年至今年至今，，西泊庄的糖人文化艺西泊庄的糖人文化艺
术节暨牡丹节连办术节暨牡丹节连办 55届届。。糖人儿吹出了人糖人儿吹出了人
气气，，花儿引来了财气花儿引来了财气，，来西泊庄旅游的人来西泊庄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村集体年收入村集体年收入3030多万元多万元。。村集村集
体有了实力体有了实力，，又能反哺村庄建设又能反哺村庄建设。。如今如今，，
西泊庄形成了良性发展西泊庄形成了良性发展，，村民幸福感越来村民幸福感越来
越强越强。。

在西泊庄村歌在西泊庄村歌 《《糖人儿歌糖人儿歌》》
的背景音乐中的背景音乐中，，任树军意气风发任树军意气风发
地畅谈着村庄的发展地畅谈着村庄的发展：“：“下好文旅下好文旅
这盘棋这盘棋，，围绕农耕文化做文章围绕农耕文化做文章，，
打 造 村 史 馆 和 名 人打 造 村 史 馆 和 名 人
馆馆 ，， 创 建 研 学 基 地创 建 研 学 基 地 ，，
继 续 壮 大 村 集 体 经继 续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济，，鼓足乡亲们鼓足乡亲们
的钱袋子……的钱袋子……””

走进沧州银行运河支行，
记者立即被支行的拥军文化与
运河文化的浓厚氛围所吸引。
他们精心打造的“军人之家”
休息区和“运河文脉”展示

区，让人印象深刻。
“自从沧州银行推广“戎

耀”金融服务以来，每天我们
都能接待不少前来咨询、办理
业务的现役、退役军人。为军
人服务好，是我们的宗旨和原
则。”运河支行行长孟朝辉说。

孟朝辉是沧州银行的一名
“老兵”了。他从储蓄员干起，
几十年来跟随沧州银行一起成
长。他熟悉银行业务、热爱金
融工作。2020年 11月，他到运
河支行担任行长后，支行业绩
连年提升，人才不断涌现，在
客户中的美誉度越来越高。

运河支行毗邻大运河和南
川老街，是我市首家以运河文
化为特色的银行。近年来，孟
朝辉带领支行围绕运河文化做
文章，开发文创产品，将支行
打造成可以“打卡”的银行网

点，并以金融服务的形式助力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文化+金融’的模式让
我们找到了银行经营的新思
路。”孟朝辉说，沧州银行“戎
耀”金融服务开启后，在“文
化+金融”的基础上，运河支行
又加入了拥军特色服务。

作为沧州银行首家拥军服
务试点行，这里的拥军指示
牌、拥军特色服务窗口，以及
专为现役、退役军人及军属提
供的“两助、三优、四专”特
色服务等，让人感受到浓浓的
拥军情。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能
为拥军工作做些事情，我觉得
很光荣。”孟朝辉说，他的父
亲是一名军人，后来在部队因
公负伤。从父亲的身上，他理
解了军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前不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
关领导来沧州银行调研，运河
支行是调研点之一。领导高度
评价了支行的拥军金融服务工
作。

孟朝辉指着“军人之家”
墙上挂着的一面锦旗说，前一
阵下大雨，一个女孩儿不小心
掉进了水中，幸亏副行长黄健
和保安肖永军把女孩及时救上
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
女孩儿家人送来的锦旗。救人
的黄健和肖永军，都是退役军
人。

孟朝辉说，运河支行员工
们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都很
强。“戎耀”金融服务推出后，
他们将把拥军情怀融入金融服
务中，真心实意尊崇军人，进
一步梳理服务流程，更好地回
馈社会、服务百姓。

胡宗胡宗权权：：

建起孝老建起孝老建起孝老食堂食堂食堂 发展火锅经济发展火锅经济发展火锅经济

于文于文举举：：

牵头组建党建联合体牵头组建党建联合体牵头组建党建联合体
建功乡村振兴大舞台建功乡村振兴大舞台建功乡村振兴大舞台

任树任树军军：：

下好下好下好“““糖人村糖人村糖人村”””文旅这盘棋文旅这盘棋文旅这盘棋

拥军情怀融入金融服务拥军情怀融入金融服务 运河文化成支行特色运河文化成支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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