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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不眠夜，谢振亚、吴树堂、
马庆功、张光……一个个老英雄的名字在
王英的脑海中闪现。他们英勇无畏的精
神，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王英的心。

54岁的王英是沧州市散文学会副会
长、河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2018年
8月，她参加鲁迅文学院河北作家班的一
个创作计划，接到了采写马本斋英雄事迹
的任务。这让王英踏上了一条漫漫寻访路
——寻访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冀中回民支队
和渤海回民支队老战士，通过文字留住这
些正在消逝的英雄记忆。

当时，摆在王英面前最大的困难，是
如何找到这些老英雄。她想方设法，发动
身边的朋友，终于找到了第一条线索：有
一位冀中回民支队的老英雄李凤炎在兰州
生活。王英马不停蹄地赶到兰州，见到了
这位老英雄。老人给她讲述了很多马本斋

司令的趣事：马司令长得高大、魁梧，上
马从来不用马镫，一蹿就上去了。马司令
特别喜欢孩子，喜欢跟那些小战士们开玩
笑……这些鲜活的细节，如果王英不亲自
聆听，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每次寻访，她都全程录音、录像，还
给老英雄印下手印，留下老英雄们独有的
印记。

就这样，从冀中平原到天山北麓，从
黄土高坡到羊城街道，哪里有健在的老战
士，王英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她说，哪
怕只是握握那双杀过鬼子的手，哪怕只是
和老英雄们相互对望一眼，也值了。

一个人的“长征”，王英收获了太多
感动。听说一位烈士亲人因找不到烈士遗
骸，遂在 88个坟头依次叩拜时，她哭了；
走到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得知当地百姓为
了照顾病重的马本斋而到处寻医问药时，
她哭了；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听渤海回民
支队老战士吴树堂讲述黄骅烈士遇害的经
过时，她又哭了……

2022年 10月，王英被确诊为乳腺癌，
每过 21天就要接受一次化疗。7次化疗、
17次靶向治疗，但她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治疗间隙，她坚持整理资料、联系健在老
兵，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老兵的故事。

6 年多时间，王英走遍了大半个中
国，寻访到 34位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
120多位知情者。一次次出发，一次次寻
访，越来越多鲜活的历史画面，越来越多
带着硝烟味道的英雄壮举，汇聚到王英这
里。她誓要把这些故事和那段可歌可泣的
历史，在岁月的长河里擦亮。

王英王英：：

与时间赛跑与时间赛跑与时间赛跑 留住英雄印记留住英雄印记留住英雄印记

于会于会利利：：

“““全全全国先进少年军校国先进少年军校国先进少年军校”””的领头人的领头人的领头人

穿军装、敬军礼、课前唱军歌……这
是沧州市光明小学的学生们在学校的日
常。在这背后，却站着一位柔中带刚的女
校长，她就是于会利。

2014年，于会利任光明小学校长。虽
然经过翻建，学校面貌有所改观，但她并
不满足于此。为了找到更适合学生发展的
教育方式，她不顾生病的母亲和刚上中学
的女儿，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努
力探索学校的发展之路。最终，她确立了
建设“少年军校”的目标。

于会利在学校建立以雷锋、马本斋、
董存瑞等 8 位英雄名字命名的“英雄中
队”，还在学校的西墙上制作了 8位英雄
的浮雕，让孩子们时时以英雄为榜样；她
和老师们还经常带领学生走进社区，参加
义务劳动，去福利院看望残疾儿童；建军

节，他们到部队慰问演出，“国防教育
日”，举办“百位革命母亲风采录”图片
展；每到学期末，学校还会对在活动中表
现突出的同学进行表彰；为了把国防教育
融入课堂，于会利带领全体教师研发“尚
军”课程体系，通过设立虚拟军衔和晋升
制度，创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她还
引入VR体验设备和电子查询机，让孩子
们在虚拟的VR空间中感受红色文化。

在于会利的带领下，光明小学的教育
模式初见成效。

2016年 4月，光明小学成立国旗护卫
队，于会利特别邀请了天安门国旗班第八
任班长赵新风来到学校。赵新风对学校的
国旗护卫队进行扩编，增加了领队，还设
计了入场、退场的队列行进，使仪式更加
庄严规范。光明小学也因此成为沧州首家

“全国规范化升旗仪式学校”。
2018年5月31日，光明小学成功承办

了沧州市德育观摩推进会暨“童心明德”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一位参加观摩的校长
说：“我去过很多学校，这样的教学模式
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孩子们一定会受益终身的！”于会利闻
听，激动得落下了眼泪。

辛勤地耕耘换来满满的收获。于会利
先后被评为“全国中小学创造教育先进个
人”“河北省国防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河
北省骨干校长”等；光明小学也被评为

“全国先进少年军校”“全国国防教育示范
学校”“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等。

创作100多首歌词、梳理沧州
文脉、举办红色讲座、建立红色
教育基地……69岁的李炳天说起
退休后为家乡所做的事情，颇感
欣慰。从一名普通士兵到武警少
将，他为国家的国防事业贡献了

全部青春，多次立功受奖。荣退
后，他仍心系拥军工作，回到家
乡沧州，弘扬拥军优良传统，把
爱国情怀融入双拥的实际行动中。

多年来，李炳天将传承沧州
文脉与拥军工作相融合，把拥军
工作和征兵宣传的重点放在强化
家国情怀上。他联合相关部门，
举办了音乐诵读会、文艺晚会十
余场，创作的军旅歌曲 《忠诚》
《好男儿来当兵》《家国情怀》等
被人们广为传唱。

李炳天倡导“文化拥军”，积
极推动文化进军营，并邀请央视知
名歌手走进武警沧州支队开展慰问
演出。歌手们演唱的《甜梦》《今
天》《又戴大红花》等歌曲，都是
由李炳天作词，表达了对人民子弟
兵的深深敬意和真挚祝福。

同时，李炳天还坚持为复转

军人举办专题讲座，鼓励复转军
人退伍不褪色。

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李炳天在我市创建了5个青少年教
育工作室，开展多种形式的红色
文化进校园活动。“传承红色基
因，应从娃娃抓起。”他说。

2023年，李炳天在老家沧县
仵龙堂乡东卷子村旧居建起红色
教育基地，将沧州红色文脉中代
表性人物的图片、事迹及革命故
事等进行展览，引导参观者特别
是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这些年，他向沧县作协、市
县图书馆和多所中小学捐款5万余
元，捐赠图书1万余册。李炳天还
和沧州善行团队一起深入四川大
凉山，资助困难群众，因此，他
连续3年被评为“公益善行模范”。

李炳李炳天天：：

传承红色文脉传承红色文脉传承红色文脉 赓续家国情怀赓续家国情怀赓续家国情怀

今年 72岁的张长生，是盐山
县孟店镇张仁庄村一位普通农
民。几十年来，他收藏飞机、捐
赠飞机，心系国防的情怀和事迹
感动了很多人。

张长生从小就喜欢飞机。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某军工厂工
作，主要负责拆解报废的飞机。
看到大量的飞机零部件被销毁、
焚化，他觉得很可惜，于是，产

生了收藏这些旧飞机和零部件的
想法。经领导批准后，他拿出了
全部积蓄，换成了被别人当成一
堆破烂的“宝贝”。

把偌大的飞机运回家，谈何
容易。张长生索性把零件全部拆
下来，整理好拉回家，再找人重
新焊接组装。他家里的十几间
房，除去卧室，全都堆满了飞机
零部件。屋里放不下，就放在院
子里，院子里放不下，就放到麦
地里、工厂里。

张长生收藏的飞机越来越
多，包括歼 5、歼 6、伊尔 14等十
几架。2008年，他创建了盐山县
民间航空博物馆，开创了全国民
间飞机收藏的先河，被称为“中
国民间第一飞机藏客”。16年来，
他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2万
余人、参观团体数百个。

张长生并没有把这些收藏品
当作私人物件，而是将收藏的飞
机送到了北京、西安、大连、广
州等地的学校和革命纪念馆进行

展览，实现了社会效益更大化。
他爱飞机，也爱军营，自己

没能进入军营，就把儿子送到了
军营。不能当兵，但可以欢送新
兵，他每年都会拿出 3000 多元，
购买红花、绶带和慰问品欢送新
兵，这一坚持就是 14年。为此，
张长生被评为“河北省爱国拥军
模范”，他的家庭也被评为“河北
省情系国防好家庭”。

为了寻访健在的抗美援朝老
兵，自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6
月，张长生带领摄制组，历时 238
天，行程 2万余公里，找到了 106
位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为他
们留下了影像资料。

多年来，他为救助贫困军人后
代捐款 6000 元，帮扶了 18 个家
庭；每年捐款6000元，帮助贫困儿
童重返校园，已坚持了15年；他还
经常走进荣军院，为老军人捐钱捐
物……几十年来，他尽心竭力，爱
国拥军、扶危济困，先后被评为

“沧州好人”“中国好人”。

张张长生长生：：

爱爱爱国拥军的国拥军的国拥军的“““中国好人中国好人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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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新区黄骅市南大港产
业园区，提起33岁的牛进，大家
都会忍不住称赞。曾经，他身着
戎装，守护国家的安宁与边疆的
稳固。退伍后，带着在军营磨砺
出的坚韧和勇敢，他又踏上了创
业之路。

牛进从事的是煤焦行业，创
业之路并不平坦。资金短缺，是
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没有
足够的资金购置土地和设备，他
只能租赁一处旧厂房，厂子条件

简陋，加工费用高昂，每一步都
走得异常艰难。每当夜深人静，
牛进忍不住在厂房里踱步思忖，
既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也有对
现状的深深忧虑。他知道，要想
让企业发展起来，必须突破现有
条件。但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和决心，还有实实在在的资金支
持。

正当牛进陷入困境时，沧
州银行南大港支行主动伸出援
手。银行领导深知，退伍军人
有责任、有担当，做事踏实认
真，他们不仅是国家的宝贵财
富，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潜在
动力。他们决定，要为像牛进
这样的退伍军人创业者提供特
别的金融支持。

沧州银行南大港支行的工作
人员开通绿色通道，采取“特事
特办”，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及
时为企业注入了资金。更贴心的
是，银行还为他争取到了较低的
贷款利率，减轻了他的财务负
担。这笔资金如甘霖一般，不仅

解决了牛进的燃眉之急，更为他
的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动
力。

在银行的支持下，牛进优化
了生产线，提升了产品质量，同
时积极开拓市场，逐渐建立起稳
定的客户群。短短两年内，他创
办的河北三行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从一座小小的租赁厂房，发展成
为当地乃至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
的企业。

每当谈及这段经历，牛进总
是充满感激：“没有沧州银行的
支持，公司不可能发展得这么
快。”对他来说，沧州银行南大
港支行的帮助，不仅仅是资金上
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舞。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牛进
深知创业的艰难，但银行的信
任与扶持让他感受到了温暖和
力量。他说，将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在创业的道
路上前行，用实际行动回馈社
会，不辜负银行对退伍军人的
支持。

牛牛进进：：

沧沧州银行是我创业的坚实后盾州银行是我创业的坚实后盾 焦静芳焦静芳：：
丈夫守祖国丈夫守祖国丈夫守祖国 我来守小家我来守小家我来守小家

阳光开朗阳光开朗，，这是焦静芳给记者的这是焦静芳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第一印象。。说话间说话间，，她的嘴角始终洋她的嘴角始终洋
溢着甜甜的微笑溢着甜甜的微笑，，语气温柔但有力量语气温柔但有力量。。

3939岁的焦静芳是沧州市第二中学岁的焦静芳是沧州市第二中学
的一名语文教师的一名语文教师，，丈夫张培文是一名丈夫张培文是一名
军人军人。。二人从二人从 20112011年结婚至今年结婚至今，，一直一直
两地分居两地分居。。丈夫从国防科技大学到基丈夫从国防科技大学到基
层连队层连队，，再到部队机关再到部队机关；；从湖南到河从湖南到河

南再到陕西南再到陕西，，无论他在哪个地方无论他在哪个地方、、哪哪
个岗位担当重任个岗位担当重任，，焦静芳都默默支持焦静芳都默默支持。。

有一次有一次，，因为事情紧急因为事情紧急，，刚刚休刚刚休
假回到家的丈夫被部队紧急召回假回到家的丈夫被部队紧急召回。。尽尽
管有许多不舍管有许多不舍，，焦静芳还是默默地为焦静芳还是默默地为
丈夫收拾好行李丈夫收拾好行李，，送他上了火车送他上了火车。。丈丈
夫这一走夫这一走，，就是两年零八个月就是两年零八个月。。

因双方老人异地居住因双方老人异地居住，，焦静芳始焦静芳始
终独立养育两个孩子终独立养育两个孩子。。为此为此，，她把家她把家
中房间都安装了摄像头中房间都安装了摄像头。。每逢学校晚每逢学校晚
自习自习、、周末补课周末补课，，她就把孩子安置在她就把孩子安置在
家里家里，，通过监控实时关注动态通过监控实时关注动态，，以确以确
保孩子安全保孩子安全。。虽艰难辛苦虽艰难辛苦，，但在她的但在她的
培养和影响下培养和影响下，，俩孩子从小就自立自俩孩子从小就自立自
强强，，成绩优异成绩优异。。

从二人世界到四口之家从二人世界到四口之家，，从最初从最初
独自承担时的手忙脚乱独自承担时的手忙脚乱，，到现在工作到现在工作
生活皆有条不紊生活皆有条不紊，，焦静芳体验过一个焦静芳体验过一个
人带孩子看病的无助彷徨人带孩子看病的无助彷徨，，感受过遇感受过遇
到挫折的孤独沮丧到挫折的孤独沮丧。。但作为军嫂但作为军嫂，，她她
始终坚守着始终坚守着““爱人守国家爱人守国家，，我来守小我来守小
家家””的承诺的承诺。。正因她的全力支持正因她的全力支持，，丈丈
夫在部队安心工作夫在部队安心工作，，带领的连队和科带领的连队和科

室先后被评为室先后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机关服务基层先进科室机关服务基层先进科室”，”，个人也两个人也两
次荣立三等功次荣立三等功、、三次获嘉奖三次获嘉奖、、两次被两次被
评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

丈夫保家卫国丈夫保家卫国，，妻子教书育人妻子教书育人。。
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教师，，焦静芳从教焦静芳从教 1212年年，，辅辅
导过多名学生在各级比赛中获奖导过多名学生在各级比赛中获奖；；她她
个人曾获评个人曾获评““优秀指导教师优秀指导教师”；”；她执教她执教
的的《《雨霖铃雨霖铃》》获沧州市高中语文优质获沧州市高中语文优质
课评选活动一等奖课评选活动一等奖，，微课微课
《“《“香草美人香草美人””意象解意象解
读读》》 获第四届中华获第四届中华
经典诵写讲大赛中经典诵写讲大赛中
学教师组三等奖学教师组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