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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
年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保定清苑区的冉庄地道战遗址，每年接
待约150万游客。

然而，今年 3 月，有游客在网上反
映冉庄地道战遗址及周边景区管理不
善、环境混乱，一些商户违规经营等问
题，广受社会关注。

如何维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红色
形象，发挥好冉庄地道战遗址作用？冉
庄地道战遗址景区有关部门立行立改，
从景区环境整治、软件建设、硬件建设
方面，规范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及景区周边的管理水平。

传统特色的村庄风貌，蜿蜒曲折
的“地下长城”，构思巧妙的地道口，
古老沧桑的古槐树⋯⋯12 月 18 日，记
者来到这里，感受到红色纪念地的新
风貌。

环境问题影响景区的红色形象
——27 个部门联合执法集中

整治景区问题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
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
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
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

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电影 《地
道战》 的主题曲，耳熟能详又让人热
血沸腾。

冉庄就是电影中“高家庄”的原
型，也因此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网友指出景区存在的一些问题，
严重影响了景区的红色形象，让一些游
客感到失望。”冉庄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馆长周明慧说，作为红色景区，只有擦
亮“红色名片”，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
功能、弘扬革命精神。

针对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今年 3
月份，清苑区成立了由 27 个单位组成
的冉庄地道战景区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
领导小组，对存在问题迅速开展集中整
治、联合执法。

清除景区内与红色文化不协调的因
素；对商铺进行了规范整顿，清理流动
商户，取缔占道经营，所有商铺退路进
店，并在保护区外设置流动售货区，实
行统一管理。

依法拆除景区周边违章建筑及影
响整体风貌的广告牌匾；对有证照且
经营规范、符合红色旅游要求的商户
签订保证书，重新开门营业；取缔非
法营运电瓶车；新建占地 80 亩的大
型停车场。

增加环卫工、垃圾清理设备，新修
多座环保厕所及水冲式厕所，确保景区
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在保护区设置可移动界桩，每天早
上 8 时至下午 5 时，主要景区内禁止机

动车通行。
时值冬日旅游淡季，景区内游客不

多。沿着狭窄的地道口，记者猫着腰，
沿地道穿行，经过储粮室、兵工厂、指
挥室、作战室、休息室，历史的图画也
逐渐清晰起来。走出地道，在十字街头
的老槐树和古钟前——影片中高老忠英
勇牺牲的地方，不时有游客头扎毛巾、
拉着敲钟的绳子照相留念。

在景区四向看去，宽阔的街道干净
整洁，商铺林立而不杂乱。走在景区宽
约 10 米的街道上，同行的地道战遗址
纪念馆办公室主任姜玉林感慨，“以前
路两旁全是小摊小贩，道路被占去了近
三分之二，现在都没有了。”

地道战遗址景区环境的变化，让来
自沧州的游客王先生大为赞赏，“钻钻
地道，看看电影里原汁原味的老村庄，
聆听地道战的英雄故事，不仅接受了爱
国主义教育，还放松了身心。”

保护区内生活着631户村民
——建设文旅特色小镇实现

景区封闭式管理

冉庄地道战遗址位于冉庄村内，有
20 万平方米的保护区，仍保留着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的环境风
貌。如今，在保护区内仍生活着 631 户
村民。

随着红色旅游的发展，当地百姓也

因此受益，生活逐渐富裕。但是，多年
来村庄与景区混杂，也给景区管理带来
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提升景区
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能力？清苑区对景
区及周边环境施行了网格化管理，对各
项重点工作明确责任单位和具体责任
人，确保每个摊位都有专人监管，每个
地道口都有专人负责。与此同时，由区
文广新局、地道战遗址文物保护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冉庄镇、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安局等多部门组成的旅游综合执
法大队常驻冉庄。

据介绍，当前，每天由相关职能部
门，加强对景区的日常巡察，对各类问
题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解决。

“对景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才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正是基于这样
的认识，该区从 2017 年起，就开始启
动红色记忆·冉庄文旅特色小镇项目的
规划。

12 月 25 日，红色记忆·冉庄文旅
特色小镇项目建设拉开帷幕。到 2021 年
末，冉庄及周边旅游资源将进行优势整
合，一个“有特色、有味道、有情怀”的文
旅特色小镇将呈现在人们面前。

据了解，这个小镇计划投资 22 亿
元、占地 5000 亩，建成后将大大改善
冉庄的基础设施水平，同时未来将对
景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从根本上解
决景区管理秩序混乱及承载能力弱的
问题。

本 报 讯 （赵 元 君） 日
前，石家庄市民耿女士在外
出时不慎丢失了装有 2000 多
元现金的卡包，一位热心摊
主捡到后，当天一直等到了
半夜未找到失主，第二天又
来到原地继续等待。最终，
卡包完璧归赵。

12 月 16 日下午 4 时多，
耿 女 士 到 银 行 取 了 2000 元
钱，又到附近的裕西公园散
步。看到路边有位小伙子在
卖水果，她买了些水果，付
钱时就将装钱的卡包夹在了
腋下，结账后便回家了。次
日一早，耿女士才发现卡包
不见了。身份证、银行卡、
退休证等物品都在卡包里，
一旦丢失麻烦可就太大了。

想来想去，她决定去碰
碰运气。12 月 17 日下午，耿
女士又来到了裕西公园，所
幸小伙子还在原地。得知她
的来意，小伙子顿时松了口
气，原来他已经在这儿等两
天了。小伙子将卡包还给了

耿 女 士 ， 里 面 不 仅 卡 证 都
在，就连 2000 多元现金都分
文未少。

摊主介绍，当天耿女士
走后不久，就有一位女士在
地上发现了卡包，他估计是
有人来买东西时丢的，于是
便代为保管。那天为了等待
失主，他一直等到了晚上 9
时多，看到路上实在没人了
才回家。第二天，本来他并
没有打算出摊，但为了等候
失主，他还是来到了原地。

“里面这么多钱和卡，失主肯
定急坏了，咱说什么也得想
法还给人家啊！”

得知事情经过后，耿女
士更是感动，她当场拿出包
里的现金要塞给小伙子，可
对方却坚决不收。“做人要诚
信，尤其我们做生意的。”

回到家后，耿女士一直
对小伙子的帮助念念不忘，

“他叫赵国征，无论是他的热
心还是诚信的品质都让我打
心底感动！”

本报讯 （常晓宁、齐晓
瑜） 日前，乐亭县新寨镇艾
台庄子村民李忠安在蔬菜大
棚里锄草，干劲十足。他的
父母患有重病，家中经济困
难，曾过着“眼巴巴靠政府
救济”的生活。今年以来，
他参加了镇里组织的农村实
用技术培训，还在帮扶干部
的帮助下建起蔬菜大棚，收
入比原来翻了几倍，摘掉了
贫困户的“穷帽子”。

乐亭把提升贫困人口能
力建设作为精神文化扶贫的
重要切入点，送文化下乡、
送技术上门，有针对性地开
展集中授课、现场指导、问
题诊断、“互联网+”等多种
形式的专业技能培训，增强
贫困群众发展生产、转移就
业 的 能 力 ， 变 “ 输 血 ” 为

“造血”。今年以来，该县培
训未就业建档立卡劳动力 10
余期。

通过帮扶干部一对一帮
扶、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政策
宣讲，和李忠安一样，乐亭

不少贫困户摒弃“等靠要”
思想，自力更生脱贫摘帽，
实现了“要我脱贫”到“我
要脱贫”的转变。古河乡李
各庄村民张学兰，在政府帮
扶下申请了小额贷款养起了
羊，主动提出退出贫困户。

同时，该县以实施扶德
工程推动精神文化扶贫深入
开 展 ， 将 扶 德 扶 志 同 步 推
进，从移风易俗入手，健全
完善村规民约，开展文明家
庭、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创业能
手、致富标兵，以身边人、身边
事教育、感动、激励身边人，让
道德滋养成为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良方”。县诚实守信
模范程印建免费为 30 名家庭
困难的学生提供学杂费用，
每年支出近 12 万元；县诚实
守信模范谭景辉举办农技知
识讲座 57 期，免费培训和指
导农民达 15000 人次；多家
民营企业结对帮扶企业所在
地的贫困户，鼓励他们自强
自立。

本报讯 （安进秋、康学翠） 近
日，河间市卧佛堂镇穆庄村村民翟保
成的父亲去世，按照村里白事简办的
标准，没有烟花、乐队，吃大锅菜，
花费约 6000 元左右。从 2003 年开
始，该村就成立了红白事理事会，倡
导移风易俗，对丧事各项事宜作出明
确规定。15 年来，丧事简办的观念
已深入人心，村里先后有 50 多位老
人去世，节俭办丧事为村民节省 150
多万元。

该村党支部书记穆申民介绍，以
前在丧事上村民习惯了大操大办，耗
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破除陋习，
减轻村民负担，2003 年，村两委组
织成立村红白事理事会，由村干部、
老党员、村民代表 10 人组成。他们
认真起草制定了符合本村实际的白事
操办标准，白事上严禁披重孝、设酒
席，烟控制在每盒 5 元左右；严禁购
置不必要的纸活儿；严禁燃放大型烟
花，只放哀乐，严禁歌舞、乐队、戏
班等演出。同时，将白事操办标准纳
入村规民约，提倡移风易俗，反对铺
张浪费。

白事操办标准制定后，村“两
委”干部、全体党员、红白事理事
会成员从自身做起，带头执行。村
里大喇叭播放白事操办标准，各个
姓氏家族代表入户宣传，向每户发
放宣传材料，使群众对村规民约耳
熟能详。对违规操办的，取消各类
评 先 资 格 ， 让 其 通 过 村 广 播 作 检
讨，并处罚金，罚金用于村里公益
事业。如今，厚养薄葬已经成为穆
庄村的新风尚。

河间市穆庄村丧事简办

15年为村民
节省150余万元

□记者 乔宾娟

“太谢谢你们了！这个消息我们
等了几十年了！”12 月 15 日，在武
安市贺进镇红土坡村，58 岁的村民
李来元激动难抑。当日，来自邯郸、
武安的几名志愿者来到家里，将该村
烈 士 李 石 锁 的 安 葬 地 告 知 了 他 的
亲人。

烈 士 李 石 锁 是 李 来 元 的 二 大
爷。“我父亲是老三，大爷和二大爷
家都没有后人了。原来我家老宅子
门楼上还挂着‘英勇杀敌’牌匾，
就是二大爷牺牲后政府颁发的。”李
来元说，“父亲在世时经常念叨二大
爷的事，说二大爷打仗勇猛，抗美
援朝前还回家看了看，之后牺牲在
上甘岭。二大爷牺牲后，父亲还专
门去朝鲜找过二大爷的墓，可惜没
有找到⋯⋯”

在李来元家，记者看到了那块
“英勇杀敌”的牌匾。李来元的爱人
周付如还从箱底拿出了二大爷的 6 枚
勋章。这些勋章的颁发时间都在1948
年、1949 年，落款有的是华东军区、
西南军区，还有解放华中南、淮海战
役胜利、建军周年纪念等。

红土坡村村口，有一座专为纪念
11 名烈士而建的纪念亭。纪念亭中，
烈士李石锁的纪念碑位于正中。红土
坡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文增
告诉记者，“该亭建于 2013 年，因为

不知道李石锁的遗体在哪里，这里只
立了纪念碑。”

栗海霞是邯郸一名爱心志愿者，
她的爷爷和父亲都当过兵，经常听爷
爷和父亲讲战场上的事儿，从小就崇
拜烈士。

“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我每
年清明节都会与爱心志愿者一起，到
邯郸及周边的无名烈士墓前祭拜。”
栗海霞说，在偶然得知红土坡村有个
烈士纪念亭后，2018年清明节，她和
武晓梅、贾赞勤等几名志愿者一路奔
波赶到这里为烈士祭拜。

“这次祭拜时，我得知至今还没
有找到烈士李石锁的安葬地。”栗海
霞就一直把这件事情挂在心上。

通 过 碑 文 记 者 了 解 到 ： 李 石
锁，1922 年生人，1943 年参军，先
后在太行军分区武安独立营、独立
团当兵，后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九纵队 27 旅。随部队南渡黄河，
转战伏牛山，参加了郑州战役、淮
海战役。1949 年 4 月，他所在的部
队作为二野渡江先遣军，在安徽江
县 突 破 长 江 防 线 ， 参 加 浙 赣 线 战
斗 、 广 东 广 西 战 役 、 解 放 云 南 战
役，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升
为连长。1951 年 3 月，他所在的部
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5 军 45
师 135 团三营七连，作为第二批志
愿 军 入 朝 作 战 。 1952 年 10 月 14
日，李石锁带领七连指战员，反击

上甘岭 597.9 高地，不幸中弹牺牲。
李 石 锁 牺 牲 时 年 仅 30 岁 ， 被 授 予

“杀敌英雄”称号。
73岁的李天贵是李石锁碑文的撰

写者。他通过查阅 《上甘岭大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 45 师战史》
等史书史料，并向时任三营营长的石
财和了解情况后，撰写了李石锁的
碑文。

12月初，栗海霞联系到了经常为
烈士寻亲的唐山爱心志愿者张红琢。
张红琢通过多方查阅资料，并与曾经
到过上甘岭烈士陵园的志愿者认证，
最终确定李石锁的安葬地就在上甘岭
烈士陵园 1 号墓。得到这个消息之
后，栗海霞一行专程赶到红土坡村，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家。

周付如告诉记者，她嫁到李家两
三年后，公爹就不在了。在临去世之
前，公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二大爷的
事，“公爹交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找到二大爷的下落。这事儿一直是俺
家的一个心结，没想到俺家几十年没
办成的事，志愿者们这么快就给找
到了！

“有生之年一定去二大爷的安葬
地祭扫，替父亲完成遗愿！”李来元
告诉记者。在得知找到李石锁安葬地
的消息后，李天贵老人非常激动，

“太好了，我一定找机会去祭拜一
下，我们全村都为有这样的英雄烈士
而自豪!”

本报讯（孙健）这两天，4 名沧州
好心人在异地救助遭遇车祸群众的微
视频，在沧州网友的朋友圈里不断被
转发，大家纷纷为他们的善行点赞。

经过了解得知，这4名好心人中1
人家住沧州市区、3 名为盐山人。张
兴华就是其中一名救人者。他介绍，
12 月 23 日，他和几位朋友从山西办
完事驱车赶回沧州。11 时多行驶至
二广高速公路太原方向 564 公里处，
一辆山西牌照的小轿车失控，与一辆
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小轿车前部撞
击严重，瞬时浓烟滚滚。因为车门变
形，加上撞击后车内人员比较紧张，一
时间困在里面难以脱身。

“以前看电视，车着起火来就是几
分钟的事。当时也没多想，就想着快
点把人给救出来。”张兴华说，一行 4
人用尽全力拉拽车门，好不容易拽开
后侧车门后，连忙把车内人员拉了出
来。也就在这时，车头燃起了火苗，而
且越烧越大。几个人一面疏导过往车
辆，一面拿出灭火器灭火。最终，火被
及时扑灭，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看到伤者没有大碍，在拨打报警
电 话 后 张 兴 华 等 人 便 悄 悄 驱 车 离
开了。

“杀敌英雄”李石锁牺牲在上甘岭，亲属一直不知其忠骨埋何处

邯唐志愿者帮烈士亲属找到英雄安葬地

省会市民丢失装有两千余元的卡包

暖心！诚信摊主
寒风中等失主

沧州热心人异地
救助遭遇车祸群众

近日，临西县仓上小学的孩子们正在“乡村少年宫”练习书法。该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在全县中小学开设了20余个乡村少年
宫，利用假期开设书法、绘画、阅读等免费兴趣班，培养孩子们的文化兴趣爱好。截至目前，免费辅导青少年 5000 余人次。

记者 陈建宇摄

乐亭

精神文化扶贫
鼓足贫困群众脱贫志气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常
常讲，我们家从上世纪50年
代抗美援朝开始，三代七名
军人，演绎了接力参军、精
忠 报 国 代 代 相 传 的 感 人
故事。

爷爷育有 4 子 3 女，我
父亲张风林排行长子。在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爷爷为
了养家糊口不得已从怀安
老 家 举 家 迁 往 康 保 县 定
居。爷爷动员三叔父张风
武 参 加 了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他常对全家人说：“只
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翻身
得解放，才能过上好日子。
从今往后咱张家的子孙，只
要国家需要人人都到部队
去，你们一代一代就走这条
路。”从此以后，“养儿一定
先报国”，成了我们一家三
代薪火相传的好家风。

上世纪70年代，父亲先
把我大哥送进了军营。临
行前，父亲语重心长地说：

“到部队上好好干，两个弟
弟都看着你呢。”后来，大哥
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部
队入党立功。退伍回乡后
担任村干部30多年，年年被
评为“优秀村干部”“优秀共
产党员”。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实
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家分了40亩土地，父亲不

顾土地多劳力少，又将二哥
送到了部队。有好心人劝
他，“刚分了地，你家人少地
多咋种呀。”父亲没犹豫。
二哥又穿上了绿军装，并在
部队一干就是20年。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
的大江南北。这时，父亲又
想送我去当兵。在我心里
早已向往绿色军营，梦想着
成 为 一 名 光 荣 的 军 人 。
1982 年我如愿穿上了绿军
装。多年以后，我成为部队
专业骨干并转为志愿兵，在
部队摸爬滚打13年。

1997 年深秋，大哥的儿
子也报名参军了，奔赴新疆
边防哨卡；2013 年 9 月，我
也将考上大学的独生子送
进军营。儿子当兵后来信
说：“如今我已经穿上了绿
军装，成为了人民子弟兵，
为了国家安宁与和平，我一
定当好这个兵。我一定把
我们家精忠报国的好家风
永远传下去。”

三叔父在爷爷的鼓励
下参了军，还把儿子送进军
营。我们一家三代7名军人
见证并参与了国家和军队
的国防建设，也让好家风传
承了下来。

（文/中 煤 张 家 口 煤 矿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张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