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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婚礼集体婚礼
助推婚俗新风助推婚俗新风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尽管结婚已经半年了，但
说起今年 5月 20日参加集体婚
礼的情景，河间市龙华店乡中
学教师孙晨曦依然难掩激动：

“集体婚礼既时尚浪漫，又有
仪式感，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
义。”她还拿出参加集体婚礼
的照片让记者看。照片上，孙
晨曦和爱人身着喜服，笑容灿
烂。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
好几对新人。

孙晨曦和爱人是通过相亲
活动认识的。今年 4月，在办
理结婚登记时，他们了解到河
间市将要举办集体婚礼，第一
时间报了名。5月 20日，在河
间市瀛海公园、兴村镇大庄
村、沙河桥镇西旧馆村 3个会

场，另外的 22对新人和他们一
起，以集体婚礼的形式喜结良
缘。

河间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副主任高秀珍告诉记者，
2017 年 11 月，河间市第一对

“零彩礼”新人结婚。一时
间，“零彩礼”婚礼在当地成
为一股清流。河间市积极推动
移风易俗工作，“零彩礼”新
人不断涌现，有退还 18万元彩
礼的杨蕊、有步行结婚的沈梦
丹等。

“5·20”在网络上被解释
为“我爱你”，很多恋人在这
一天向对方表白，甚至选择在
这一天结婚或领结婚证，象征
着永恒的爱情承诺。2019年 5

月 20日，河间市举办了第一届
“5·20”集体婚礼。当天，30
对新人身穿中国传统礼服，行
佩授礼、却扇礼、合卺礼，迈
进婚姻的殿堂。从 2019 年开
始，每年 5月 20日，河间市都
会举办集体婚礼。2021年，河
间市被民政部确定为首批全国
婚俗改革实验区。以此为契
机，河间市大力推进婚俗改
革，遏制高额彩礼、提倡婚事
新办、培树先进典型，至今，
已连续举办了 6 届集体婚礼，
先后有 124对新人以这种方式
步入婚姻殿堂。

在今年的集体婚礼上，河
间市领导分赴 3个集体婚礼会
场，见证新人们的幸福时刻，
为“零彩礼”“低彩礼”新人
颁发结婚证书、新婚文明家庭
证书、新婚贺礼，并送上新婚
祝福。

高秀珍介绍，6 年来，河
间市“零彩礼”“低彩礼”新人
比例逐年增高。如今，“5·20”
集体婚礼已成为河间市的“城
市品牌”，是我市婚俗改革工
作的一张闪亮“名片”。“小桔
灯”志愿服务队等爱心组织及
一些爱心商家也加入到集体婚
礼活动中来。如今，婚事新办
的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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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三代人的三代人的“““讲台情讲台情讲台情”””
杨静然 左大中

小时候，在陈华英眼里，父亲
的身影总是与忙碌相伴——晨曦未
露便出门，夜幕低垂才回家，留给
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后来，她
也成了一名教师，就像父亲当年一
样。今年，她的儿子也走上了教师
的工作岗位。

46岁的陈华英，是献县第五中
学的一名教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教育者，育人育心。”这是陈华英的
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如今早已深
深烙印在陈华英的心中，并指引着
一家人先后走上了三尺讲台。

父亲乡村讲台坚守35年

陈华英出生在献县临河乡陈三
角村，她的父亲陈俊江是家里的第
一代人民教师。

陈俊江本是一名军人，从部队
转业后，被安排在献县一个行政单
位，工作稳定。然而，他一心挂念
着家乡，想着在外当兵时，家里全
靠乡亲们帮忙，下决心要回乡报答
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于是，陈俊
江毅然决然地辞去工作，回到老
家，开始在陈三角小学任教。

踏上讲台那年，陈俊江 25 岁。
那时，学校的教学条件有限，教室
是一人多高的土坯房，伸手几乎碰
到屋顶，窗户漏风，连课本都很
少。两名教师，要承担 5个年级的教
学工作。

但每当听到学生们一声声唤他
“老师”，看到一双双求知的眼睛，
所有艰难，陈俊江就会忘得一干二
净。35个年头，他把最好的年华献
给了家乡的教育。

父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
陈华英。从她记事起，父亲就一心
扑在工作上，家里许多角落都堆放
着书籍和教学资料。

陈华英说，无数个深夜，家人
都已入睡，可父亲却仍在昏黄的灯
光下给学生批改作业。即使周末，
父亲也不得闲，总会背上那个装着
学生作业的布包，踏上家访的路。
有时，陈华英也会跟在父亲的身边。

“父亲对教书育人认真而执着，
为了上好一堂课，经常备课到半
夜。”说起父亲，陈华英眼里掩饰不
住敬佩。

“每到一户学生家中，他都会详
细询问孩子的家庭状况，用温暖的

话语鼓励孩子努力学习，用知识改
变命运。”陈华英说，本村和周边村
很多人都跟父亲上过学，即便如今
父亲退休、两鬓已斑白，村里人见
了他，仍尊称他为“陈老师”。

女儿桃李满天下

“一名好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
授者，更是希望的点燃者。”多年
来，父亲的这句话一直刻在陈华英
的心中，深深影响着她。当一名优
秀的教师，也成了她的梦想。

1994 年，陈华英初中毕业，选
择读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不仅
刻苦学习教育理论，还通过实习，
增加与学生们的接触，将理论知识
付诸教学实践中。

毕业后，她回到家乡的中学任
教。那一年，陈华英 19岁，负责教
两个班的数学。这对一名初出茅庐
的教师而言，无疑是个挑战。从备
课到教学，再到与学生沟通，她无
不倾注心血。

“如何才能把学生教好？如何让
学生爱上学习？”为了找到答案，陈

华英用了很多“笨办法”——向老
教师求教，研究他们的课堂经验和
教学方法；一有时间，就直奔书店
购买各种教育学书籍，照着书里的
案例学，学会再去上课……

在她的努力下，学生们爱上了
数学课，课堂上讨论声、抢答声此
起彼伏。学生成绩好，家长们纷纷
感谢，校领导也对她的教学方法大
加称赞。

夜深人静时，陈华英总会不由
自主地想起那些年和父亲一起做家
访的日子。她觉得，成绩的取得并
非她个人的功劳，是父亲在她困惑
时为她解疑释惑，不断鼓励、指引
着她前行。

当班主任期间，她的工作涵盖
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健康等
各个方面，每天操心的事很多，但
陈华英乐此不疲。因为，她觉得自
己收获的比付出更多——多年教
学，桃李满天下，学生们有的考入
名牌大学，有的在工作岗位上取得
优异成绩。每当收到这些喜讯，她
就会感到无比欣慰和幸福。

2018年，40岁的陈华英来到献
县第五中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一家人与教育结缘

见惯了家人在学校的繁忙，陈
华英的儿子郭嘉浩并未对此有所抵
触，反而觉得当教师是一种骄傲。
耳濡目染下，郭嘉浩也树立了成为
一名教师的理想。

2020 年高中毕业后，郭嘉浩以
优异成绩报考了公费师范生。大学
期间，他当班长、在学生会锻炼；
实习时，他积极投身教学工作……
今年，郭嘉浩走上工作岗位，也如
愿成为了一名教师。

看着课堂上孩子们一张张稚嫩
的脸，郭嘉浩真正理解了母亲和姥
爷对于教育的执着和对学生的爱。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陈华英自豪
地说：“咱们这个大家庭走出的教师
真是多。父亲是教师、三姑夫是教
师、表哥和表嫂都是教师、二姑家的
表嫂也是教师。去年，侄子也考上了
免费师范生，再加上我和儿子，咱们
家简直就是‘教师专业户’。”

教育的路上需要不断探索和创
新，但陈华英和家人始终相信，只
要心中有爱，脚下就有路，这条路
能一直走到孩子们的心里。

几天前，盐山县政协迎来了几位
特殊的客人——周贯五将军的女儿周
甄励、老红军邹运洪的儿子邹红宁。
他们的父亲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
二人此次前来，是为了追寻父亲的革
命足迹，聆听战斗往事，感受镌刻在
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印记。

盐山县是革命老区。1926 年，
刘格平受中共津南特委派遣到盐山一
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八天，
盐山共产党员就团结带领各界群众，
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
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点燃了冀鲁边
抗日武装斗争的烽火。抗日战争中，
盐山军民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一次次

“扫荡”和“蚕食”，无数革命先辈用
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历史的壮烈篇章。

周甄励是开国中将周贯五的女
儿，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红色文化的研
究，曾多次到盐山县寻访冀鲁边红色
文化。

“我从小听着冀鲁边的故事长
大。盐山县是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我
对这里有着深厚感情。现在的美好生
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他们的名字不该被忘记。”周甄
励深情回顾了父亲所著《艰苦奋战的
冀鲁边》一书中的部分战斗情节，围
绕正在建设中的华北民众抗战纪念馆
红色文物征集工作，提出了宝贵意
见。

和周甄励一同前来的邹红宁，退
休前就职于江西省南昌市纪委监委。
他的父亲邹运洪，1914年出生在江
西省瑞金市，16岁参加当地革命组
织。1932年8月，邹运洪经当地干部
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加
入“少共国际师”（红 15师），后补
充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第五次反

“围剿”期间，邹运洪调到一军团机
关政治保卫队担任班长，转战赣闽。
1934年 10月，他随部队长征，突破
敌人围追堵截，行程二万五千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邹运洪所在部
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他英勇善
战，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广阳伏击
战等战斗，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进
攻。1939年9月，他跟随周贯五来到
冀鲁边根据地，曾任一分区作战参谋
等职。攻打莒县时，邹运洪负伤，伤
愈后又重返部队，任海防大队七连连
长。解放战争时期，邹运洪参加了莱
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
在战斗中多次负伤。1954年 12月，
他转业至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1959
年 12月，他调任江西省瑞金县任县
委常委、副县长，直至 1964 年离

休。1987年11月，他病逝于瑞金。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几年，我

父亲跟随周贯五将军战斗在冀鲁边一
带。这段往事，父亲常常向我们讲
起。”邹红宁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
盐山县，从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
便十分激动。

“1940年 3月，我们坚持游击队
活动，都是穿便衣同敌人斗争。我们
夜间行军，夜间战斗，突击敌人。因
敌情紧张恶劣，包围、封锁、分割，
我们的粮食和鞋子完全依靠群众，生
活极其困难……”按照父亲回忆录里
的文字，他先后到访盐山县革命烈士
陵园、津南革命纪念馆、五桃木烈士
纪念碑……站在鬲津河桥上，邹红宁
对当年那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战斗情景
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

此次前来，邹红宁还有一个心
愿——寻访杨柳新烈士的牺牲地南
皮县大七拨村，为他找到亲人。

杨柳新，江西瑞金人，18岁时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后参加了长征。1937年“七
七事变”之后，杨柳新被编入八路军
第115师。1938年，他随萧华率领的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
边区，任第 6 支队 8 团团长。1940
年，杨柳新改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
6旅兼冀鲁边军区第18团团长。1942
年 6月 9日，日本侵略者集中优势兵
力，对冀鲁边区进行大“扫荡”。

1942年 7月 3日，教导 6旅 18团在沧
县大七拨 （今属南皮县） 被日军包
围，杨柳新等 60余人不幸牺牲。牺
牲时，他 31岁。2015年，民政部公
布了第二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杨柳新名列其中。

“杨柳新是父亲的同乡、战友，
找到他的亲人也是父亲的心愿。”邹
红宁说。

在大七拨村，他了解到了更多关
于杨柳新的故事。回到江西后，邹红
宁打算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一起
为杨柳新烈士寻找亲人，让英魂早日
回归故里。

多年来，邹红宁一直致力于为埋
骨他乡的江西籍烈士寻找亲人。2021
年，邹红宁得知，河北省邯郸市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内，安葬着抗日战争中
牺牲于此的瑞金籍八路军烈士邱积
成，80多年无亲人祭奠。他立即联
系党史专家、查找资料，发动身边的
力量发布寻亲信息，最终为邱积成烈
士找到了亲人。

对于邹红宁来说，红色历史就像
一本书，需要后人带着崇敬去翻阅，
带着敬畏去品读。

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身”号召，日前，运河区凤凰城小学举办了第三
届健体节。轮滑、冰壶、跳绳、踢毽子……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狄 峰 摄

革命后代来盐山革命后代来盐山革命后代来盐山

寻访父辈战斗足迹寻访父辈战斗足迹寻访父辈战斗足迹
杨静然杨静然

睡眠是人体正常的生理需
求。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的
学习压力不断增加，由此而产生
的负面情绪对睡眠影响也越来越
大。长时间睡眠不足，会严重影
响个体对情绪的调节。据研究发
现，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也会导致睡眠质量变差，甚至会
产生抑郁、焦虑的情绪。那么，
如何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呢？

1.合理安排作息，保持睡眠
规律。小学生每天睡眠的时间应
达到10个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
个小时，高中生应达到 8 个小
时。

2.每天要有一定的户外运
动。尤其是早晨，户外阳光的照
射可以帮助调节人体生物钟。每
天不少于1个小时的运动，有助
于提高睡眠质量。

3.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营
造安静、黑暗、舒适的睡眠环
境，要特别注意避免在卧室或床
上使用电子产品。

4.培养良好的入睡习惯。每
晚睡觉前 30—60分钟，避免剧
烈的体力或脑力活动，应该以轻
松、舒适的活动为主，如看书、

听舒缓音乐，可以帮助身体和大脑放松，为睡
眠做好准备。

5.避免饥饿状态入睡。如果入睡时间与晚
饭时间相距比较远，睡前可以适当进食。当
然，也不要在睡前1小时之内吃过多食物，以
免引发睡眠不安。

6.避免对含有咖啡因的食物产生依赖。尤
其是下午和晚上，应避免食用咖啡、茶、可
乐、巧克力等容易引发兴奋的食物。

7.营养膳食不可或缺。长期的情绪问题容
易导致食欲不振，从而影响消化系统，导致肠
胃功能紊乱。可以适当补充鸡蛋、牛奶、虾、
鸡肉、牛肉等食物，补充身体所需能量，以促
进生长发育。 贾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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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甄励周甄励（（中中）、）、邹红宁邹红宁（（右右））和马振华烈士的孙子马新义寻访杨柳和马振华烈士的孙子马新义寻访杨柳
新烈士的牺牲地新烈士的牺牲地。。

陈华英陈华英（（前排中前排中））和学生们在一起和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