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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也

是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党员。他

每早定时推起小车，拿起扫帚、铁锹

来到村里的集贸市场，雷打不动地重

复做着同样的事情——打扫卫生、清

除垃圾，当起了村集贸市场义务清洁

工。88岁高龄，150米的街道，7年的

坚持。这位老人就是隆尧县尹村镇

杨村的王桂文。

1952 年，23 岁的王桂文参加抗

美援朝志愿军。1956年3月，他光荣

复员。回村后，王桂文经常说：“咱是

党员，自己吃再多的苦不能和国家要

待 遇 ，不 给 党 和 国 家 添 乱 、添 麻

烦。”“年龄大了以后，他也不闲着。

谁家有难事，准去帮忙，他就是个热

心肠！”村民梁书全说。

2010年初，杨村集贸市场成立，

繁荣了村子，但也产生了很多垃圾。

为了还村子一个清洁的环境，王桂文

从市场建成开始就每天清晨扫大街，

在此期间从未间断，这一扫就是 7

年。也曾有人建议他，每天这么打

扫，去和村委会要点劳务费。王桂文

却始终没要过一分钱。

王桂文的大儿子王新春说，前不

久父亲因为肠道疾病去县医院检查，

回来后第二天又开始扫大街。乡亲

们都劝他，岁数大了，就不要再扫了，

身体要紧。他却说：“我是个老兵，不

能被这点病打倒。作为党员，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现在还干得动，扫个街

累不着，就当锻炼身体了。”

临街几家门市的商户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里。今年“五一”劳动节，他

们凑了些钱给王桂文老人家送去，他

就发起倔脾气：“打扫卫生是我自愿

的，只要我能动一天，我就打扫一

天。”

在王桂文的感召下，该村的党员

群众都行动起来了，他们义务清扫街

道、帮助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资助贫

困学生……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他们

的身影。

“只要村里开支部会，王桂文老

人总是最先到，组织活动更是次次不

落，在王桂文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

共产党员极高的党性修养。”村支书

王分田介绍说。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上演现实版
邢台一“老赖”借款不还玩消失，
北京房产被拍卖

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 通讯员赵增强、

徐祎璠）俗话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句话用

在“老赖”王某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王某以为

借钱后玩“人间蒸发”，法院就没办法。可惜这一

次令其“失望”了。8月23日，邢台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对其名下的房产依法查封，并成功进行了拍

卖抵债。

2015 年 8 月 23 日，王某因家庭需要向邢台

某投资公司借款 630 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

6 个月，月息 3%。借款合同到期后，王某未按

约定归还，邢台某投资公司经多次催讨一直无

果。

2016 年 3 月 22 日，该投资公司向法院提

起诉讼。经过诉讼，法院判决王某在判决生

效后的十日内偿还邢台某投资公司的借款

630 万元，利息按年息 24%计算。判决生效后，

王某却突然找不着人了，致使案件无法正常

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人王某下落

不明，对执行中的调查取证，财产线索的掌握带

来诸多不便。执行人员只能按部就班，依法查询

王某的银行、工商、房产、车辆等的登记。通过执

行人员的不懈努力，发现王某在北京市区有一套

银行抵押担保的房产。除此之外，没有查询到其

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执行人员获悉此信息后，迅速赶往北京某银

行了解其抵押房产的详细情况，让执行人员没有

想到的是，其抵押期限早已到期。为防止意外情

况发生，就在执行人员还在和银行部门了解具体

情况时，执行局迅速派出另一组的执行人员带着

查封手续前往北京将该房产查封。

该房产经依法评估，价值达1300余万元，为

保证拍卖顺利进行，执行局依法在网络上刊登拍

卖信息的同时，又做了大量详实而具体的工作。

执行局将评估、拍卖程序公示于当地媒体。

8月23日10时57分，经过172轮竞价，最后

该房产以1579万元的价格拍出成交。

8月24日，几个中学生趁着暑假赶

到沧县张庄子村张巨升家里，学习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氏枣木

艺”。53岁的张巨升一边讲解，一边演

示：“胸中要有造型，哪怕是根歪枝，也

要就势随形。”

据了解，张庄子村张氏家族从明永

乐二年自山东迁到沧州后，就把枣木加

工技术带到了这里。“太祖父张大亨在

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独

特工艺。”张巨升说，这套工艺主要概括

为八个字——遴、净、汲、阴、样、制、磨、

漆。“遴是选材，净是去毛刺，样是放大

样。汲，是泡水，老枣木得在池子里泡

一年半。阴，是阴干，把枣木捞出后，再

阴干一年多……枣木阴干时间长，时间

短了会开裂。”

在张巨升的院落里，堆满了盖着两

层毛毡的古枣木。屋内，“木墩”“花架”

“茶海”等枣木制品既沧桑古朴，又大气

磅礴。“作为金丝小枣之乡，我们县枣树

栽培历史悠久。”沧县文化馆馆长孙健

介绍说，由于挂果率、枣品质等原因，每

年都有一批老枣树被淘汰，即便如此大

多农户还一直把枣木当柴烧。“枣木艺”

传承人张巨升化废木为神奇，不但创作

了大批的枣木自然艺术作品，而且还一

直义务传授着这种独特的技艺。

“有泄气的时候，一个地道的枣木

艺从最初的选材，再到制作得用两年。

不痴迷坚持不下来，每一个边角都经过

了无数次修整和打磨。”张巨升说，他从

1980年学艺到现在，对枣木艺的研究也

越来越深，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张巨升

说，在喜好者的眼中，“枣木艺”就是“金

疙瘩”。“我经常去转悠，遇到喜欢的就

买，买来就放在家里，然后开始琢磨制

作。”他介绍，看见枣木就挪不动步，就

这样一年年坚持下来，家里已经存放了

近60吨枣木。

“收入并不乐观，也曾想到放弃，但

望着堆在院子里的枣木，我很快冷静下

来，还得接着干。不干，600多年的手艺

不就失传了？！更多的是责任，为了传

承。有喜好这项技艺的，咱就免费教。”

张巨升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

学习“枣木艺”的队伍中，传承发扬这项

独特技艺。

俩男子小区内强卖装修材料
居民买外面的就不让上楼

本报衡水电（记者焦磊）近日，衡水市冀州区

某小区的张林（化名），准备装修新房，却遇到了

窝心事。“小区有人高价强卖砂石料，如果不买他

们的，（外面购进的砂石料）就不让上楼。”张林对

此气愤不已。

8月初，张林准备对新房进行装修时，需要

用砂石料。他听说小区里有人在卖，却发现价格

贵得离谱，于是他在外面订购了砂石料。没想

到，在将砂石料运进小区时，却遭到了小区里卖

砂石料的人的阻挠，“砂石料不让进小区。”

与张林有一样遭遇的，还有不少业主，大家

对此都敢怒不敢言。不得已，有的人就在小区里

高价购买了砂石料。

8月中旬，冀州区公安局知道此事后，立即

展开调查。民警一方面对装修材料市场价格进

行调查，对小区业主进行了大量走访，还佯装成

小区业主，以想要购买砂石料为由，与老板孟某、

山某搭讪。

经过走访，民警了解到，今年6月份以来，犯

罪嫌疑人孟某和山某购买了大量砂石料等装修

材料在某小区出售。为打击同行竞争者，赚取更

多利润，二人采取恐吓、威胁等不法手段垄断市

场，欺行霸市。他们销售的沙子、水泥价格高于

市场价50%，并且不允许其他销售商进入小区，

并扬言如不购买他们的砂石料就禁止使用电梯，

在此期间多户业主被迫购买。另外，孟、山二人

还强行收取装修业主“上楼费”，底价500元，每

高一层多加50元，运送瓷砖时每包还要交纳7—

8元的运费。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民警果断出击，将涉嫌

强迫交易的犯罪嫌疑人孟某、山某抓获归案，并

依法对涉嫌强迫交易的孟某、山某进行刑事拘

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沧县枣农痴迷
六百年非遗“枣木艺”
如果有人愿学，他愿免费教

本报驻沧州记者 韩泽祥

88岁老党员7年义务清扫村里街道
本报驻邢台记者卢玉辉 通讯员焦军波 文/图

王桂文老人正在清扫垃圾王桂文老人正在清扫垃圾。。

王桂文将清扫完的垃圾拉走王桂文将清扫完的垃圾拉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