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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故居：

恢复原貌需经费
花木村，位于平山县西北部山区，距离平

山县城98公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晋察

冀军区医院已经从山西省五台县松岩口迁到

了花木村。花木村重山环抱，山上树木茂密成

林，地形极为隐蔽，容易躲避日寇的扫荡袭击，

非常有利于伤员养病疗伤。就在这个时期，白

求恩曾先后两次到花木村为伤员做手术。记

者在村中见到，一处白求恩当年的手术室已翻

修重建，整体面貌一新。白求恩故居则是一处

完整的四合院里三大间北正房，东、西、南三面

厢房，院内六级台阶都用长条石板砌成，正房

是典型的青瓦人字形屋顶，屋内地面也用平板

石铺就。可房顶因年久失修，部分已经坍塌，

整体维修恢复原貌需要很大一笔费用。

正因地处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历

史，才成为花木村申请“美丽乡村”的重要优势

之一。如果能发展花木村的红色旅游，将能带

动花木村整体经济的发展。现如今，花木村本

村基本没有经济项目，不过这里群山环抱，山

上植被茂密，三月桃花盛开时，远望山上粉白

一片，煞是美丽。山谷中气候宜人、环境优美，

又因毗邻驼梁、五台山、五岳寨等景区，景区如

果饱和，花木村也是个接纳游客的好去处，搞

农家乐、发展旅游经济是花木村规划的发展方

向之一。

在张书记看来，短期救助不能从根本上改

变村子落后现状，也不能彻底改善村民生活。

只有利用本村优势，寻找合作和出路才是正

道。除了发展旅游，张书记介绍，花木村山好、

水好、植被好，蔬菜水果颗粒饱满，坚决不打农

药。而私养的猪不喂饲料，纯粮食喂养，猪肉

口感非常好。核桃产量不低，品质尚佳，张书

记也正在积极寻求合作，希望能把山里优质的

农产品输送出去。“比如可以合作搞猪养殖，或

者订购猪肉加工半成品，送到市里门店卖。我

们小猪崽一年以上，市里不少猪只养三四个月

就宰杀了。”又或者辟出几亩田地合作栽种红

萝卜等蔬菜农作物，专供卖场或超市。张书记

希望借助此次机会，积极寻求合作项目，大力

发展本村经济。

白求恩故居房顶年久失修已部分坍塌张根怀扛着梯子
张连宝在劳作

平山县花木村

依山傍水旅游经济亟待开发
近日，燕赵都市报品牌栏目第十四届“爱心捐助进社区”活动启动，本报记者兵分四路走访了平山、灵寿、元氏等石家庄周边贫困山村，

实地了解村民的迫切需求和村落现状，为他们搭建暖冬平台，让爱心物资运送到需要的老人、孩子手中，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建起沟通的桥

梁，让优质农产品有输送渠道，也让优质农业资源共享。

10月30日，本报记者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平山县西北部山区的花木村。 本报记者 李珂 文/图

张连宝：

寸步不离照顾智残儿女
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行驶了三个多小

时，记者一行终于抵达观音堂乡花木村。经过

几年发展，花木村贫困人口逐渐减少，记者造

访时，仅有贫困户两户，张连宝家就是其中一

户。张连宝家住在村东南的山谷中，从村里往

他家走，还有六七里地，汽车在狭窄的土路上

缓慢前行，开到路的尽头，剩下一里地只能步

行。

花木村村支书张跃青告诉记者，这条山谷

名叫段木青，深约七里，绕过山头与另一段山

谷后花木相接，形成“U”型山谷。段木青还住

着7户人家，后花木还剩下两户。山里土路曲

折难行，汽车开不进去，进出一趟只能靠摩托

或是走路，很不方便。村里曾想过把这几户迁

出来，但一是因为经济不允许，二是老人恋旧，

便一直住在山谷至今。

张连宝今年60岁，可满头白发让他看起来

像老了十岁。儿子张伟军23岁、女儿张丽华17

岁，全都是天生智力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张连

宝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寸步不离照顾他

们。到访时，张丽华正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看

见陌生人她显得很激动，手舞足蹈，嘴里“咿咿

呀呀”叫个不停，可说不出一个完整的词、一句

完整的话。张伟军稍微强一些，张连宝多说几

遍，指挥着他还知道要干什么。然而只要张连

宝不在家，兄妹俩饿了也不会做饭，看见啥捡

起来都往嘴里放。从小到大，张连宝还从没听

见过孩子们叫“爸爸”。

六年前，张连宝老伴去世。自打那以后，

张连宝既当爹又当妈。因为孩子身边离不开

人，他不能出去打工挣钱，不敢多离开家一

步。家里仅剩下四亩地种点土豆和玉米，还常

被山猪啃个精光。张连宝被胃病折磨了好些

年，每天都得吃胃药，可为了俩孩子，他不敢倒

下。他的左耳已彻底听不见，每次跟人说话，

都得把右耳朵凑到人家嘴边。村委体恤张连

宝，给他安排了村委委员的职位，帮村民上传

下达，一年只有五六千块补助。“我啥苦都能

吃，啥也不怕，就是发愁我走了，这俩孩子可咋

办？”张连宝忧心忡忡。

张根怀：

给乡亲们干点杂活
另一户贫困户张根怀是个独居老人，

今年59岁，未婚未育，无儿无女。曾经腰

受过伤，之后就再也直不起来，成了罗

锅。见到他时，他正扛着梯子上别人家干

活，梯子顶他俩人高，往他瘦削的肩上一

落，仿佛整个人又矮了几分。张根怀祖上

也曾是大户人家，可如今他孑然一身，独

居在破落的旧屋里。记者踏进张根怀的

家门，整个院子似乎笼罩了一层灰尘。两

间祖屋都是土坯房，一间屋张根怀正在

住，土炕上堆得都是破衣烂衫和油腻的被

褥，屋里挤得满满当当，没下脚的地儿。

村委念在张根怀年事已高，便帮他刚

把另一间屋的墙面粉刷一新，虽然里面除

了炕和一口水缸外啥也没有，但也比张根

怀住的那间屋强出不少。

好在土坯墙厚实挡风，张根怀说，习

惯了冬天倒也不觉得冷，靠屋里一台小灶

炉，这个寒冬凑合着也就过下去了。年事

已高，干不了重活，张根怀只能靠给乡亲

们干点杂活多少赚口饭钱。

张书记说，花木村分为三个自然村，

仅有 47 户、165 口人。全村耕地面积仅

132 亩，人均 8 分地，农民年人均收入 900

元，贫困户仅 700 元，2012 年被定为国家

级扶贫开发重点村。年轻人外出打工，赚

的辛苦钱养家糊口而已，老人留守家乡。

条件好一点的，老人都随孩子们到乡镇或

是城里一起住。他坦言花木村基础设施

相对落后，虽然家家通水通电，但取暖存

在问题。村民烧煤的占一部分，还有一部

分仍在烧柴。为了响应环保政策，将禁止

烧柴，为了能让村民都能正常烧火取暖，

张书记正与乡镇积极洽谈，希望能尽快用

上天然气。

除了让村民整体生活改善，张书记

说，村里有几位留守老人身体不好，腿脚

不便，耳朵不灵，如果能有人捐助，希望能

给老人们准备几个助听器，能给家里有瘫

痪病人的备一把轮椅，他们就很知足了。

记者探访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