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初春的晨光中，87岁的胡双
印又一次踏进陕西历史博物馆。他
的手颤巍巍地抚过展柜，像考古学
家审视文物般凝视着那排斑驳的搪
瓷杯——杯底印有“西安人民搪瓷
厂”字样。

“再调调射灯角度，这花纹暗
处的珐琅反光才够亮。”他说。

这位满头银霜的老人，其实是
个“釉面侦探”。从珐琅气泡的密
度到钢印凹痕的深浅，每一件展品
的陈列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就是西安人民搪瓷厂原厂长助
理、搪瓷行业知名专家胡双印。

鲜为人知的是，胡双印出生在
泊头市毛家营村，是地道的泊头
人。

从翻砂学徒到破格晋升为工程
师，从研制全国首台面盆切卷机到
执笔30万字文集……青丝染雪的旅
程里，搪瓷是他的饭碗、半生归
宿，更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执着热
爱。

胡双印在搪瓷行业里是位响当
当的专家，却一直低调谦逊，直到
2024年 8月，他被中国搪瓷工业协
会评为“荣誉中国搪瓷大师”，他
的故事才被家乡人知晓。

精湛技艺 行业传奇

1951年，年仅 14岁的胡双印
跟随亲戚走进陕西省西安市一家工
厂，当起了翻砂学徒。彼时的他或
许未曾料到，自己会与搪瓷结下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1952年，工厂变为地方国营企
业，胡双印随之转入西安人民搪瓷
厂。

对于沧州人来说，西安人民
搪瓷厂或许有些陌生，但只要提
起他们生产的“骆驼牌”搪瓷洗
脸盆、水杯等，几乎无人不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家庭
都拥有几件搪瓷日用品，有的上
面还印有“奖”字，起一定的激
励作用。作为国内搪瓷行业的佼
佼者，西安人民搪瓷厂生产的搪
瓷制品不仅深受国人喜爱，还远
销海外，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热门
商品。

这些烙印着时代记忆的搪瓷
器皿里，都藏着胡双印的精湛手
艺——牡丹花纹脸盆是他改良的模
具，提环锅的包装是他画的图纸，
外国客商抢着订的茶杯，也是他在
车间里反复琢磨设计出来的。

那些年，胡双印每天穿梭在机
器轰鸣的车间里，对每个技术细节
精益求精。工友们午休时，他蹲在
废料堆前研究模具咬合角度；下了
夜班，他仍裹着棉大衣在车间里钻
研技术。

1960 年成为胡双印人生的高
光时刻，他主持研制的面盆切卷
机在同行业中堪称首创，以往需
要多人协作完成的工序，如今一
人便可轻松操作，工作效率大大
提高。

而这项研发却让他 3个月瘦了
十几斤——车间角落的绘图板见证
了上百张草图的诞生，家中饭桌上
经常摆着冷却的搪瓷样品。这项全
国首创的技术，也让中国搪瓷业向
自动化迈进了一大步。

1970年 4月，西安人民搪瓷厂

承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机罩生
产工作，由胡双印牵头。经过他的
不懈努力，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受
到政府嘉奖；1973年，他突破传统
工艺，首创搪瓷变形茶杯，月利润
达38万元，终结了中国外事接待沿
用陶瓷杯的历史；他主持设计74种
产品，其中 3项在全国获奖；1988
年，经过考核认证，他从工人直接
晋升为工程师，令众人惊叹不已，
成为业界传奇……

在胡双印家的书柜里，上百本
荣誉证书排列成时光的阶梯：从

“青年突击手”到“全国优秀质量
管理工作者”，从搪瓷水盆设计奖
到出口包装创新奖，每一项都是对
这位匠人勤勉奉献的赞誉，见证了
他在搪瓷行业的不朽传奇。

退而不休 匠心传承

1997年，胡双印正式退休。本
应开启悠闲的晚年生活，可他却放
不下对搪瓷的深情，一头扎进了搪
瓷文化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工作
中。

这份深情，源于他年轻时养成
的收藏爱好。当年，胡双印还是学
徒时，就热衷于收集各种搪瓷制
品。业余时间，他还广泛收集与搪
瓷相关的资料，有产品说明书、专
业书籍等。

为了分享收藏成果，胡双印又
自费创办了《收藏荟萃》。这份小
报内容丰富，既有国际国内收藏界
的新闻，也有民间小众收藏品的展
示，其中关于搪瓷文化的知识版块
内容尤为翔实。从 1997年创刊至
今，《收藏荟萃》已编发了 197期，
累计印刷6000余份。

2017年，胡双印迎来了人生的
又一个高光时刻。他四处查阅资
料、搜集物品、走访老友，精心
编写了关于西安人民搪瓷厂发展
历程的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在网
络上一经发布，瞬间吸引了业内
专家和爱好者的目光，大家纷纷
为他点赞留言。从 2017年至 2022
年，他累计撰写了 300多篇相关文

章，其中38篇发表在中国搪瓷工业
协会会刊上，在行业内引起强烈反
响。《中国工业志搪瓷篇》编辑组
慕名前来采访，外地搪瓷收藏者不
远千里前来求教……

可谁也不知道，为了挖掘搪瓷
厂的发展历史，他不顾年迈，每天
搭乘几趟公交车，到处奔波。一
次，他来到一位老同事家中，这位
老同事因病卧床、记忆模糊，胡双
印耐心地坐在床边，听着对方讲
述，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回到家，
又马不停蹄地将关键信息记录下
来。这份热忱，可敬可叹。

2019年 9月，陕西历史博物馆
也找到胡双印，希望能通过影像记
录下这段珍贵的历史。2022年底，
他将多年心血整理成册，编写出30
多万字的文集，为自己的搪瓷事业
画上了圆满句号。

毕生所藏 全部捐献

胡双印记录了国家领导人视察
搪瓷厂的历史瞬间，也记录了人民
大会堂搪瓷花瓶的生产设计过程。
这些承载着国家记忆的珍贵史料，
最终化作沉甸甸的馈赠——他无偿
捐赠给中国搪瓷工业协会各种技术
资料、搪瓷瓷釉配方等 40本书籍；
将37件搪瓷实物捐献给陕西历史博
物馆，让更多人领略搪瓷的魅力。

在外界看来，胡双印是一位在
事业上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智
者，搪瓷领域响当当的专家；但在
家人的眼中，他却是一位充满温
情、有责任有担当的亲人。

胡双印14岁外出谋生，还未褪
去稚气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从上
班第一天起，便养成了习惯：每月

往家里寄钱。父母离世后，他依然
坚持，并将关怀倾注到兄弟姐妹身
上。

侄子胡万仓回忆：“那时候，
俺爹、俺姑每个月都能收到三叔寄
来的钱，家里有难处，三叔也总是
第一个站出来。”

时至今日，胡双印依然精心保
存着 300多张汇款单，承载着他对
这个家的深沉爱意。

胡万仓说，三叔身上有两点令
人敬佩：一是他没上过几天学，却
靠着日复一日地钻研与实践，从基
层工人成长为技术革新的领头人，
还屡次斩获行业大奖；二是对家庭
的责任，这么多年，无论工作多
忙、生活多苦，他对家里的牵挂从
未断过，每月汇款、隔三岔五问候
家人，只要家里有需要，他总能第
一时间伸出援手。在家人心中，胡
双印就是最坚实的依靠。

胡双印的一生，与搪瓷紧紧相
依。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他见
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搪瓷行业
的创业艰辛与辉煌成就。如今，他
亲手设计、改良的搪瓷制品，陈列
在时光深处，静静诉说着他与搪瓷
的不解之缘。

▲▲从业几十年从业几十年，，胡双印收藏胡双印收藏
了许多搪瓷制品了许多搪瓷制品。。

▶▶22024年8月，胡双印胡双印被中
国搪瓷工业协会评为“荣誉中国
搪瓷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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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小黄纸片背后的故事一张小黄纸片背后的故事
王金山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被岁月尘封
却又熠熠生辉的故事。戴元毅和张行言之
间，一张小黄纸片串联起的故事，既从侧
面反映出了石家庄解放初期大轰炸的惨
烈，也折射出了战友之间深厚的革命友
谊。

1947年 11月 12日，晋察冀野战军攻
克华北重镇石门市（今石家庄市），这里
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被朱
德总司令誉为开创解放大城市之先河。

石家庄的解放，将晋察冀和晋冀鲁
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割断了国民党
军队平津和太原之间的联系，极大地震
动了蒋介石统治集团。气急败坏的国民
党反动派从石家庄解放之日起，开始了
长达一年多的大轰炸，其间，更是发动
两次偷袭，一是阎锡山和傅作义合谋偷
袭石家庄，阎锡山部的赵俊义一个师被
我军全歼；二是 1948年，蒋、傅敌军偷
袭西柏坡和石家庄，被我军粉碎。特别
是党中央进驻西柏坡，石家庄的战略地
位更加重要。

1948年 9月 13日下午 2时 45分，国
民党飞机对石家庄展开了新一轮的狂轰滥
炸，市公安局是轰炸的目标之一。当天，
有 13名公安干警牺牲。由于公安局局长
在平山开会，副局长王应慈和党支部书记
兼秘书主任张行言等同志紧急行动，组织
公安干警，迅速投入疏散群众、救死扶伤
的工作中。

大轰炸从9月13日至17日，持续了5
天，给石家庄市带来巨大灾难。

1948年 9月 19日，中组部工作人员
杨文星从西柏坡来到石家庄市公安局联
系事务。到公安局后，他找到张行言
说：“中组部戴副处长让我见您。”并递
上一张小黄纸片。纸条上写到：

行言同志：
上次敌人轰炸石市，听说公安局落了

很多炸弹，你们很平安吧，眼镜还未配出
吧。杨文星同志来，请接洽。

致礼
戴元毅
19/9

一张小纸条，寥寥 50字，字里行间
充满关切。这让我们了解到，在大轰炸

中，张行言的近视眼镜损坏，他依然认真
工作，领导公安干警做好防空救援和其他
公安工作。

张行言，1916年 11月 2日出生于河
北省怀安县，后来考入浙江大学。1938
年 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赴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在延安马列学
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工作
学习。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北平。解
放战争期间，他先在西柏坡中央工委工
作，1947年 11月 12日，石家庄解放后被
派往那里，任市公安局党支部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国务院外国专
家局常务副局长，安徽大学党委书记，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87年 12
月离休，2008年去世。

戴元毅，1929年在京津参加学生运
动，193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底，戴元毅身份暴露，被组织派去延
安。在延安，戴元毅毕业于抗大和中央
党校，先后担任中央财经部粮食处副处
长等职，后来跟随党中央进入北平。新
中国成立后，他又任国家纺织工业部行
政处处长、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监
察专员等职。1954 年病休，1981 年去
世。

张行言和戴元毅二人，因革命相识相
交于延安和西柏坡，结下战火中的革命友
谊。

万家灯火
WANJIA DENGHUO

本报讯（杨静然）近日，献县文史爱
好者张纪岩在查阅资料时，找到了一本中
共中央在 1945年辑录的《死难烈士英名
录》，里面有60多位沧州籍烈士牺牲时的
信息。

张纪岩是献县一名小学教师，爱好
文史，尤其致力于献县明清、民国史的
研究。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80 多年
前，无数英雄儿女挺身而出，用鲜血和
生命铸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的
没有留下姓名，有的不知埋骨何处。张
纪岩打算写一些关于抗日英雄的文章。
在查阅资料时，他发现了一篇《为烈士
正名，让英魂归乡》的文章，文中提到
邢台市威县有关部门在 1945 年辑录的
《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发现众多当地资
料未记载的烈士。张纪岩不禁思考：书
中是否有沧州籍烈士？

带着疑问，张纪岩辗转联系上了文章
作者王邵峰。王邵峰说，这本书是中共中
央于 1945年辑录出版的，存世极少，目

前这本书在一位收藏家手里，不便查阅。
但张纪岩没有放弃，转而在各类数据库中
寻觅。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找到了这
本书。

张纪岩专门抽出时间，将涉及沧州籍
的烈士信息摘录了出来。令人惊喜的是，
书中还记载了 39 位冀中回民支队的烈
士。其中，大多数烈士的信息是首次披
露，为研究冀中回民支队历史提供了珍贵
资料。

张 纪 岩 说 ，《死 难 烈 士 英 名 录》
4册、《军队烈士英名录》 3册，共 7册。
他查阅的只是其中一册，目前正在全力查
找其余几册的下落。

“这套书编写于中共七大召开前夕，
书中记载的烈士职务较高、影响较大，详
细记录了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入党
时间、牺牲时间和地点等信息，填补了许
多地方史料空白。这一发现，也为研究抗
战历史、缅怀先烈提供了珍贵资料，并将
进一步推动各地对烈士英名的梳理与铭记
工作。”他说。

每天清晨，吴桥健跑团的成员
都会坚持10公里的跑步拉练，他们
整齐的身影，已成为县城一道亮丽
的风景。

作为团长，齐国华始终跑在最
后边，全程守护着队友们。

今年57岁的齐国华，在吴桥县
经营着一家超市。2015年，他加入
一支徒步团队，每周去运河边锻
炼。后来，他就喜欢上了跑步。“一
开始挺难的，腿好像抬不起来，我
的心肺功能比较差，才跑1000米就
喘不上气来了。”提起自己初次跑步
时的窘态，齐国华记忆深刻。

认识到自己体能上的不足后，
他便想将跑步这项运动坚持下去。
从最初的1公里，增加到3公里、5

公里……经过一年的坚持，齐国华
养成了长跑的习惯。跑步不仅改善
了他的身体状态，还让他的心态变
得乐观积极。

慢慢地，他不再满足于日常的
跑步，开始参加专业的马拉松比
赛。“既然练了，就给自己定一个
小目标，第一步是坚持下来，第二
步是拿个奖牌……”近几年，他参
加了北京、东营、保定等地的10多
项马拉松比赛，拿到了中国田径协
会颁发的中国马拉松大众选手等级
证书，获得“55—59年龄段大众精
英级选手”称号。

齐国华把奖牌挂在自己经营的
店铺里，抬头就能看到。他说，每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看看这些闪闪

发光的荣誉，就变得动力十足。
“今年，我想突破全马 3小时

30分、半马1小时30分的目标，取
得直通A类赛事的资格。”说起新
的期望，齐国华自信满满。

在齐国华的影响下，妻子也爱
上了跑步。

“一开始一两个人一起跑，发
展到四个人的时候我们建了个群，
慢慢地，加入健跑群的人越来越
多，到现在已经有 80多人。”队友
们每天坚持晨跑，互相鼓励，从不
会跑到能跑半马、全马，齐国华付
出了很多心血。“我会把大家的晨
跑过程都录下来，发到群里，方便
大家对比纠正跑步姿势，还会发一
周训练计划。”

这几年，齐国华组织了 3场百
人参加的比赛，还联合周边县市跑
团，共同开展健身跑赛事，让团队
素质在比赛中得到了提高。

在齐国华的抖音短视频里，记
录了健跑团几年来的点点滴滴：吴
桥县连续举办的两届大运河半程马
拉松比赛，队友们都提前测试路
线，标记里程；组织队友到大运河
畔捡拾垃圾；队友谢凯勇勇救落水
儿童的事迹，成为吴桥健跑团的骄
傲……一聊起健跑团，齐国华侃侃
而谈。

“跑步这件事我会一直坚持下
去，去跑赢昨天的自己。同时带动
更多人健身锻炼，营造更加积极向
上的氛围。”齐国华笑着说。

献县文史爱好者新发现献县文史爱好者新发现

一份抗战英烈名录一份抗战英烈名录
有有6060多位沧州籍烈士信息多位沧州籍烈士信息

近日，吴桥县铁城镇组织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非遗民俗文艺表演擂台赛，并组织
秧歌、旱船、锣鼓等队伍到各街道巡演。

王月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