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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2019年3月31日，我
家门口挂上了“光荣之家”的牌子。
之所以被称为“光荣之家”，这全是
父亲的功劳，父亲救人牺牲，被民政
部评定为革命烈士。我瞅着门楣上
边的光荣牌，感慨不已，勾起了对父
亲的深切怀念。

父亲方同文，1929年8月生于
无棣县西小王镇小屯村一户农民家
庭。在那灾荒不断、战乱频仍的年
代，父亲从小就过着吃糠咽菜、饥寒
交迫的生活。吃尽文盲苦头的爷爷
节衣缩食，将我父亲供到师范（相当
于现在的中专）毕业。毕业后，父亲
在本村任教，于1951年考入无棣县
粮食局担任秘书，生活困难时期调
任无棣县种驴场财务科长。这是父
亲工作生涯的最后一站。

1964年农历七月，由于暴雨成
灾，地处河西营大洼内的无棣县种
驴场（为山东省农业厅直属单位），
此时整个场区一片汪洋，从内蒙古
送来的数百匹马面临着马蹄泡软溃
烂的危险。为此，场领导班子决定
另选牧场转移马匹。父亲和畜牧队
王队长到本县谭杨农场洽谈考察，
并将考察情况及时报告了省农业
厅，省厅随即派技术员王珏干事前
来督导帮助工作。

1964年农历七月十八日，是父
亲救人牺牲的日子。当天，父亲和
场长于修增陪同王珏干事去谭杨农
场作进一步考察并商谈放牧事宜。
因雨季道路泥泞，他们只能以骑马
代步。王珏和于场长分别骑着备全
鞍屉的高大老马走在前边，父亲骑
着一匹没有鞍屉的小马驹走在后

边。路上要经过一条通海的河，即
青坡干沟河，该河宽不过百米，水流
湍急，没有桥梁，只有一叶舢板在摆
渡过往行人。

上次，父亲和王队长就是骑马
来回凫水过的河，这次也如此。两
匹老马驮着王珏和于场长先下了
水，由于水太深，连人带马一下子就
被水淹没了，当马沉到河底的时候，
马后蹄蹬地猛地蹿出水面。在城市
长大的王珏既不善骑马又不会凫
水，落水后两手抓住带嚼子的双缰
绳在水里转圈。

据摆渡的目击者说，先骑马下
水的两位差不多同时落水，在水里
挣扎着纠缠在一起顺流而下。骑小
马的（父亲）见状，毫不迟疑就跳进
水里游向二人，一手一个托举着顺
流慢慢向北岸靠近。眼看就要上岸
了，突然被激流打进一个漩涡里，精
疲力尽的父亲再也举不动他们两人
了，最后三个人全被激流冲走了。

三匹马上了河南岸原路返回种
驴场，场里人见马回来却没见到人
便知道出事了。刘副场长当即带领
10多名职工骑马赶到河边，按照目
击者指认的位置进行打捞。父亲是
呛水而亡，当天下午就被打捞了上
来，于场长和王干事则被冲进了牛
王庄的渔网里。

这一噩耗到晚上9点才由大姑
父送来信儿。当时，我们正在房顶
上乘凉，听到这炸雷般的消息，奶奶
惊得腿软下不来房。爷爷不相信，
他知道我父亲水性好，决不会在这
么个小河里出事。在没得到准确消
息之前，全家人坐立不安，焦急万

分，一夜没睡。
次日黎明，爷爷骑上我们家分

养的生产队的红马向青坡干沟河奔
去。赶到河岸，一眼看到打捞上来
的父亲的尸体时，爷爷一下子疼疯
了，扑上去抱住父亲尸体撕心裂肺
地痛哭起来。爷爷就父亲一个儿
子，此时的悲痛可想而知！

上午，全村人都知道了，大家都
涌到路口观望。中午，父亲的遗体
被种驴场派来的10多个人蹚着没
膝盖的水抬进了村子。我们围了上
去，号啕大哭，本族的大人小孩以及
乡邻们也都跟着哭，哭声连成一
片。父亲走得太突然了，时年还不
满35岁，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未
成年的5个子女。那些帮忙的、围
观的达数百人之多，没有不落泪
的。父亲入棺后，庄乡老少爷们大
都不肯离开，跟着陪灵至深夜。

父亲能有舍己救人的壮举，是
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短暂的
一生处处为别人着想、以助人为
乐。父亲第一次与王队长去谭杨农
场调研时，看到农场工人在野外顶
着烈日放牧，当即就将自己戴着的
草帽送给了工人。

听奶奶说，在生活困难时期，区
政府号召给灾区捐款捐物，父亲拿
不出钱，硬是将自己仅有的一身绒
衣捐了出去。按照上级要求，我们
村几个生产小队的社员牵着几头驴
到种驴场去换马，父亲见到他们立
即从食堂买了饭菜进行招待。一位
社员感慨地说：“我们吃了这顿饭，
恐怕你要挨好几天饿！”

父亲心地善良、有爱心、能体谅

人，不管是在家乡还是在工作单位
都有很好的口碑。父亲牺牲多年
后，他的一些同学和同事仍和我们
家当亲戚走动。父亲尊老爱幼有礼
貌，每次回家一到村头就下自行车
步行走回家，见人就打招呼。

父亲学习刻苦，工作认真，从事
秘书工作时，起草文件、刻钢板经常
熬夜，有时通宵达旦。由于工作出
色，他经常被县人委抽调去帮助工
作，以至于很多人误认为他在县人
委工作。

父亲的一生很短暂，他舍己救
人的壮举却对我们产生了长远的影
响。他的善良厚道、爱岗敬业、尊老
爱幼、刻苦好学、助人为乐、无私忘
我、公正廉洁的优良品德，既有家风
祖德的影响，更是那个时代“学雷锋
做好事”的社会风气所造就的。父
亲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自从我家挂上了光荣牌，我每
次进出家门都要看上一眼，我默默
发誓：一定要把光荣牌当作警示牌
和标尺，要勇于担当，继承和发扬父
亲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让光荣
牌一代一代传下去，永不褪色！只
有这样才是对父亲最好的报答和慰
藉。

作者简介：
方少亭，1952 年 10 月出生，中

共党员，市委党史研究院退休干部，
退休后一直受聘为滨州军分区《滨
州市军事志》和《滨州军分区年鉴》
主编。

我家挂上了光荣牌
——怀念我的父亲方同文烈士

方少亭

一个城市的风景，人心是最美
的底色；一个栏目的成功，精神是最
重要的力量。

2021年10月，刚刚获得“感动
滨州·2020年度人物”“第十届滨州
慈善奖”不久的《情暖滨州》栏目组，
又获得“第七届山东省慈善奖”。这
档由滨州传媒集团党委和滨州市红
十字会联合创办的公益救助栏目
2018年7月播出，短短4年间募得
救助资金 728.94 万元、物资价值
230.70万元，救助困难群众10017
人，帮助 177 名寒门学子圆梦大
学，社会各界直接受众 50 余万
人。《情暖滨州》正以公益慈善的星
星之火温暖着滨州——这座黄河
岸边的“智者智城”……

一份责任，公益慈善
的引导者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工
作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
幸福而奋斗。”传播慈善文化，发扬
慈善精神，弘扬传统美德，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主流媒
体应有的政治责任。一个没有社
会责任感、没有“大爱”的媒体，是
做不出有温度的栏目的。一个身
上不披露珠、脚下不沾泥土、眼睛
不会流泪、不能深入困难群众间，
切身体会并感受他们的无助的记
者，是讲不出好的慈善故事的。

《情暖滨州》旨在发扬“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成为全
市失学少年和困难群众的救助平
台。开播以来，栏目始终倡导着崇
德向善的正确方向和有效行动。
聚星星之火、行公益大爱。一道道

“红马甲”汇聚的志愿之光，点亮心
灵，温暖滨州。2019年和2020年，
滨州市有43752名考生参加高考，
其中有120多名学生因贫困面临
着大学梦难圆的境况。

在《情暖滨州最好的未来》救
助现场，观众们被一个个身边的励
志故事感动着。毕业于阳信县第一
中学的吕新月以640分的成绩被天
津大学录取。她本应去年和双胞胎
弟弟一同迈入大学校门，一场突如
其来的疾病使她失去了这样的机
会。因为家境困难，懂事的弟弟撕
碎了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去天
津打工，每个月为家里寄回 2000
元。就是这样，这个贫困的家庭也
难以承担起吕新月大学的学费……
杨冬梅和杨雪梅是邹平市的一对双
胞胎姐妹，就在高考前，她们的父亲
因建筑工地上的一次意外事故去
世。她们的母亲硬是将这一噩耗隐

瞒下来，直到两个孩子高考结束
……两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可是父
亲没有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支撑
两个孩子上大学的经济来源没了。
这些寒门学子励志求学的故事深深
地感动着栏目现场的每一个人，参
加活动的市领导、爱心企业人士等
走到捐款箱旁，1000元、5000元、
10000元、100000元……大家各尽
所能积极捐款。让人感动的是一个
系着红领巾的小女孩，将100元压
岁钱投进了捐款箱。她说：“只要大
家都帮助他们，哥哥姐姐们一定会
战胜任何困难的。”

一种情怀，公益爱心
的传递者

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是中华民
族一家亲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纽带。
《情暖滨州》栏目组人员慈心为人、
善举济世，俯下身子拍出一部部令
人感动的片子，制作出一期期打动
人心的节目，“能帮一个是一个，能
救一个是一个”，以深沉的善念、暖
心的善举，汇聚成了向上向善的深
远力量。

38岁的王继东是淄博市高青
县黑里寨镇黑三村村民，身强力壮、
吃苦耐劳的他一口气承包了村里的
16个葡萄大棚。可天有不测风云，
王继东不幸得了急性白血病，基本
丧失了劳动能力，65岁的父亲为他
做了骨髓移植手术，前后花了将近
200万元，他家的生活一下跌入了
谷底。大棚里数万斤葡萄急需出
售，父亲每天在路边只能卖一二百
斤，一家人愁眉不展、欲哭无泪。

一定要帮助这个家庭！《情暖滨
州》相关负责人说：“虽然王继东是
淄博高青的，但是爱是没有地域区
分的。”他们在志愿者微信群里发出
了“采摘爱心葡萄，滨州人帮助高青
王大哥渡过难关”的倡议书。一时
间，滨州近200名身穿“红马甲”的

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到王继东家
的葡萄园帮着采摘销售。10箱、
100箱、300箱、500箱……仅滨州
传媒集团志愿者就一次性购买了
3000斤。一厚摞承载着滨州人民深
情厚谊的葡萄销售款交到了王继东
手中。王继东的父亲激动地说：“滨
州人帮我这个外地人销这么多葡萄，
给我的孩子凑医疗费，我很感动。”病
情一天天好转的王继东深情地对记
者说：“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申请一
红马甲穿上，做一个志愿者。”

一盏明灯，照亮奉献
者前行的路

慈善是人类之心所能领略到的
最真实的幸福。法国著名作家丹纳
在他的《艺术哲学》一书中说：“人的
心灵好比一个干草堆扎成的火把，
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
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
者接触之下，火势才能更旺，而突然
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
《情暖滨州》各个环节都植入了党的
元素，体现着党的温暖，在人们心中
种下了一枚枚公益的火种，以星星
之火引燃滨州大地公益燎原之势。

中土物业驻滨医附院保洁员宋
海燕十多年热衷公益，收入微薄的
她省吃俭用，为十几个灾区捐款累
计近5万元。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她的手里仅有489元，凑齐500元，
她将钱汇到四川省委设立的赈灾账
户上。此外，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
曲地质灾害、云南昭通鲁甸地震、天
津塘沽爆炸事故发生后，她积极捐
款，不甘人后。保洁员的工作又脏
又累，宋海燕下班后还坚持到南杨
老年公寓做义工，为老人们洗脚、理
发、剪指甲，一干就是15年。十几
年来，她坚持不懈用爱温暖着身边
的每一个人，为滨州医学院特教学
院的200多名学生和许多有困难的
人赠送了6000多床自己亲手缝制

的棉被。善良的她不幸罹患癌症，
她给儿子留下遗嘱：“把遗体捐献给
滨州医学院，让学生做实验用；把眼
角膜捐献给那些需要的人，让他们
有机会重见光明。”

在《情暖滨州》为她特别制作的
《海燕之歌》节目现场，深受感动的
爱心人士现场为她捐款 10 万多
元。当善良遇见善良，就会开出世
界上最美的花。宋海燕当选“中国
网事·感动山东十大人物”，荣获“滨
州市第七届道德模范”“山东省道德
模范提名奖”等荣誉。2021年 10
月 24日，宋海燕的心脏停止了跳
动。家属遵照她的生前遗愿捐献了
她的遗体、眼角膜。《情暖滨州》第二
次为宋海燕制作了特别节目——《心
愿》，在节目现场，滨州医学院第一临
床医学院党委书记赵景刚动情地说：

“海燕大姐让我们医学院的学生抚摸
着她的骨骼成长、成才，完成了在世间
最美的馈赠！”山东省红十字眼库张镜
宇主任告诉大家：“宋海燕阿姨捐献
的两只角膜已成功移植给枣庄峄城
和泰安新泰两位眼病患者，让他们看
到了光明。”11月4日，时任市委书记
佘春明了解到宋海燕的感人事迹后
作出批示：“大爱无疆”，令人动容。新
闻媒体应更多宣传、颂扬，感谢像宋海
燕这样的滨州人！

在《情暖滨州》感召下，栏目组
里6名符合条件的编辑记者集体采
集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身体力行展
现大爱情怀。2020年8月，山东省
红十字系统组织到《情暖滨州》节目
现场观摩并召开全省“人道救助”经
验交流会，向全省、全国推广《情暖
滨州》“人道救助”经验。滨州成为
2021年山东省唯一“人道救助”改
革创新试点市。

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
它可以使“盲人”看到，“聋人”听
到。善良是一种传递，善行是一种
道德积累。山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李全太称赞道：“《情
暖滨州》激发了社会正能量，丰富了

‘博爱齐鲁’品牌建设内涵。”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报刊社总编辑吕进福评
价《情暖滨州》：“实现了‘使人看见’

‘使人感动’‘使人行动’三大愿望和
目标”。在滨州，这座黄河岸畔400
万人口的城市，爱的雪球越滚越大，
爱的传递无边无际……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永祥指出：“要努力营造‘人人行
善、全民向善’的氛围，让善行义举
成为滨州最暖心的代言、最亮丽的
名片。”

（作者系滨州传媒集团党委副
书记）

《情暖滨州》 爱的力量
吕金生

发起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研究部署
的。作战部署是：部队分成攻城
和阻援两个部分，其中攻城兵力
约14万人、阻援兵力约18万人。

攻城集团又分成东、西两个
集团，东攻城集团由华东野战军
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西
攻城集团由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
司令员宋时轮指挥。西攻城集团
为主攻方向，先夺取飞机场，再东
西两个集团协同攻城，其他部队
和地方武装分工配合。

济南战役从 1948 年 9 月 16
日开始，到24日结束，历时8天，
牺牲指战员3764名，这些革命烈
士的英名镌刻在济南解放阁的烈
士纪念碑上。各攻城部队烈士数
量分别是：华野九纵1356名、华
野十三纵 989 名、华野十纵 541
名、华野三纵 406 名、渤海纵队
312名、鲁中南军区126名、华野
总部警卫团26名、山东兵团直属

炮兵团8名。其中华野十纵、渤
海纵队主要是由渤海区战士组成
的子弟兵，牺牲853名。

扒着门缝看历史。没有人会
无缘无故地成功，任何的成功都
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济
南战役的胜利，是从中央军委到
各级指挥员、到每名战士、到每名
支前民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许世
友、王建安都曾回忆说：济南战役
期间，山东“出动了五十万名支前
民工，准备了一亿四千万斤的粮
食，备好了一万八千辆小车和一
万四千副担架。”济南战役的胜利
是战士们“打出来的”，是民工“推
出来的”，是地下党的同志们“拉
出来的”。

第一位的是“打出来的”。没
有拼刺刀的气概，没有实打实的努
力，没有把辅攻当成主攻的精神，
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的，牺牲在
冲锋路上的3764名烈士就是最好
的注解。

济南战役中，渤海区部队
有革命烈士853名

侯玉杰

根据滨州市沾化区国有资
产中心《关于同意滨州沾农供
水有限公司与滨州河贵供水有
限公司合并的批复》(沾国资中
心【2021】19号)文件要求，由
滨州沾农供水有限公司合并滨
州河贵供水有限公司的方式，
将两公司合并成一个公司(只

保留滨州沾农供水有限公司)
运行。

滨州沾农供水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振
电话:13754652007
滨州河贵供水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琦
电话:15866660548
滨州沾农供水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2日

合并公告

第六回，周瑞家的向刘姥姥介
绍王熙凤：

“如今出挑得美人一样的模样
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

第八回：李嬷嬷劝阻宝玉吃
酒：

“想那日我眼错不见一会，不
知是那一个没调教的，只图讨你的
好儿，不管别人死活，给了你一口
酒吃，葬送得我挨了两日骂。”

第二十二回：黛玉嫉妒贾府为
庆贺宝钗十五岁生日请戏班子，拿
宝玉撒气，冷笑道：

“你既这样说，你特叫一班戏
来，拣我爱的唱给我看。这会子犯
不上跐着人借光儿问我。”

第四十七回、六十二回：
柳湘莲道：“你知道，我一贫如

洗，家里是没的积聚的；纵有几个
钱来，随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儿留
下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

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
宝玉不知有何说话，扎煞着两只泥
手，笑嘻嘻的转来。

第六十回、六十四回：
贾环对他母亲赵姨娘说：“我

捱了打，你敢自不疼？”
贾琏听侄子贾蓉胡说要做媒

把尤二姐给他做二房，笑道：“敢自
好，只是怕你婶子不依。”

第六十七回：赵姨娘得了宝钗
的礼物，想宝钗乃系王夫人的亲
戚，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
呢——

自己叠叠歇歇地拿着那东西，
走至王夫人房中……

第八十二回：宝钗遣来给黛玉
送蜜饯荔枝的老婆子，只管嘴里咕
咕哝哝地说：

“这样好模样儿，除了宝玉，什
么人擎受的起？”

……

“心眼子”（而不是“心眼”或
“心眼儿”）、“葬送”、“跐着人”（“跐
着鼻子上脸”）、“扎煞”、“敢自”、

“叠叠歇歇”（言其自轻自贱、自讨
没趣状）、“擎受”，这些词是不是好
熟悉？没错儿，这都是山东方言，
而且是滨州土话。

《红楼梦》大量出现这种用语，
大概有三个解释：曹雪芹先祖为山
东人，后世迁至辽阳，而辽阳方言
亦属胶辽官话体系；与曹雪芹家族
关系甚密的苏州织造李煦（有说其
孙女李香玉即林黛玉的原型），祖
籍为山东昌邑（又说莱州）；再就是
曹家（鼎盛时）的佣人里，少不得会
有山东人，也就难说会有滨州人
……

第三个解释，是我的揣度。否
则，这些说滨州土话的，怎地有不
少是些婆子嬷嬷之类，哈哈！是不
是曹雪芹“净心”拿我们滨州打镲？

还是八十二回：
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

今听此话有因，便说道：“这也难
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
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龚育之、宋贵仑在《“红学”一
家言》（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出
版）中回忆说，毛主席在文章和谈
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的故事和
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
来。这个“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他
访苏演讲时用来对国际形势的比
喻。

诗云：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

《红楼梦》里的滨州话
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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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滨城区车仆爱车
汽车养护中心营业执照正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371602600592822，声明作
废。

博兴县百草堂医药有限
公司第一分公司公章不慎丢
失 ， 公 章 编 码 ：

3723285052860，声 明 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 州 市 沾 化 区 富 源
街 道 办 事 处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办 公 室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Z4665000032401 ，声明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