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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

武）7 月 11 日零时 30 分 ，邢

台 消 防 指 挥 中 心 接 到 报 警

称 ，322 省 道 皇 台 底 村 附 近

发 生 车 祸 ，一 名 人 员 被 困 ，

情 况 危 急 。 指 挥 中 心 立 即

调 派 邢 台 县 消 防 中 队 两 部

消 防 车 及 12 名 官 兵 赶 赴 现

场进行处置。

到达现场后，指挥员获悉，

一辆城市垃圾运输车在准备超

车时发现对向来车，在放弃超

车的同时，与一辆货车尾部发

生碰撞。事故中，垃圾运输车

发生侧翻，驾驶室严重变形，垃

圾运输车司机双腿被方向盘死

死卡住。

随后，指挥员立即下达作

战命令，警戒组对现场进行警

戒，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救

人组利用液压剪扩钳首先剪断

垃圾运输车驾驶室A柱，然后

利用液压顶杆扩大营救空间，

随后使用无齿锯锯断周围杂

物。官兵们经过近 30 分钟的

紧张营救，成功解救出被困司

机，并将其送上救护车赶赴医

院治疗。

车辆侧翻一人被困
邢台消防破拆救人

萌生修路的想法
王忠义老人今年 76 岁，是

张北县馒头营乡王簸箕沟行政

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一直以来，王忠义老人不

等不靠，除了种地，还做点小买

卖，出售自己的农产品。由于

他是馒头营村各商户摊点的常

客，经常赶着驴车卖东西，发现

东豆腐窑自然村通往当地乡政

府的路上到处是坑洼，有的坑

长达四五十米，半米深，遇到阴

雨天气，积水满坑，车辆一旦陷

进去就出不来。经常行走在颠

簸的土路上，王忠义老人萌生

了修路的想法。

已坚持修路三年多
王忠义老人发现，他要修

的这条六百来米的土路上，大

坑小坑得有好几百个，要想修

成一条平整的路，得先用石头

垫底。开始修路时，毛驴车、铁

锹和铁锤是他的修路“三件

宝”，现在换成了铁锹、铁锤和

电动三轮车。

“我前两年用毛驴车去路

边的树林里捡石块、砖块，大的

石块有六七十斤重，小一点的

也有十来斤重。”

最初，王忠义老人赶着毛

驴车捡料修路。每次修路，他

要先用铁锤把石块、砖头等砸

成小块，再撒到路面的坑洼处，

再向缝隙里倒一些土渣，用铁

锹找平，最后再用铁锤慢慢将

路面砸实。过去的三年多的时

间里，无论是酷暑烈日，还是刮

风下雨，王忠义从来没有打过

退堂鼓。

人就是要做好事
“路平了，不仅方便自己出

行，乡亲们出门行走也方便。”

王忠义老人说，“修路补桥是积

德行善的好事，人就是要做好

事。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出来，

填填路，干点活，身上也舒服。”

已经 76 岁的王忠义老人说，他

现在还抱得起几十斤重的石

头。

如今，他每天出门，都会带

着铁锹，看到路上有坑了，就会

给坑洼处平土、碎石、挪石、填

土，每天要反复走上几趟，甚至

十几趟。

王忠义老人到底已经七十

多岁了，难免腰疼腿疼。每到

这时，他的老伴就会唠叨，“你

这把年纪了，不在家享享福，每

天累成这样何苦呢！”王忠义老

人就会笑着回答，“路填好了，

大家走着顺畅，比啥都好。修

路补桥，这是好事。”

成为乡亲们的榜样
这些年，王忠义老人坚持

义务修路，在当地广为流传。

在王忠义老人的带动下，

很多村民也开始自觉地维护那

段六百来米的乡间道路。以

前，路上有土坑了，没人管，都

是王忠义老人修补。现在，当

地的乡亲们走在路上，只要看

见路面有坑了，都会自觉地填

土修补一番。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王

忠义老人的坚持中，那段六百

来米的乡间道路上的大大小小

的坑都被填平了。

“过去我用毛驴车，现在我

赶不了毛驴车了，就换成了电

动三轮车。只要我能动，路就

会一直修下去！”王忠义老人拍

着胸脯说。

目前，王忠义老人又开始

修补村里的路面。

8岁登台，
与文艺结缘

46 岁的杨兴海是黄骅市

常郭镇乔庄村人，出身农民家

庭，目前是广东省曲艺家协会

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快板艺

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华山东快书

研究会会员。早在 8 岁那年，

他就登台演出，与文艺结缘。

每年大年初三一过，乔庄

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投身于闹元

宵活动。杨兴海的爷爷和父亲

是村里的文艺骨干，当地每年

元宵节少不了这爷俩的组织和

参与。杨兴海从小耳濡目染，

也染上了“文艺气息”。

杨兴海 8 岁那年，第一次

登上村里的元宵文艺演出的舞

台，并“一炮打响”。从那时起，

每到六一儿童节学校举办联欢

活动，无论是唱歌、说相声，还

是快板表演，总有杨兴海的身

影。

上山下海，
送“精神食粮”

18岁时，杨兴海应征入伍

到广东，成为一名海军战士。

因为有打快板的特长，他把枯

燥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并且

练就了一副“铁齿铜牙”。也是

因为文艺特长，1998 年，杨兴

海被调到大队俱乐部当主任。

随后，他以军旅生活为题材，创

作了大量的作品，并在广州市

第一届相声小品创作大赛上获

得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三等奖。

杨兴海先后跟随著名山东快书

演员张继良学习山东快书的创

作表演，并得到天津曲协秘书

长、全国快板书艺术委员会会

长张志宽的精心指导。

在杨兴海的记忆中，最难

忘的就是上高山、下海岛，把文

艺送到最艰苦的地方，为那里

的战友们送去“精神食粮”。他

说，他们每次去演出，战友们总

会敲锣打鼓，列队迎接。

恋故土文艺，
创作表乡情

2008 年 ，杨 兴 海 离 开 部

队回到家乡，到沧州渤海新

区 振 港 劳 动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工作。回归故里，杨兴海在

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创作源

泉 便 是 渤 海 新 区 和 黄 骅 的

新城建设。

“打竹板，哗啦啦，英雄的

城市我的家。渤海明珠多璀

璨，处处盛开幸福花……”杨兴

海创作了群口快板《鲜花献给

谁》，赞美多年为黄骅经济社会

发展增砖添瓦的劳动者们。

“能用优秀的作品感染人、

鼓舞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今后，我将以更多更优秀的作

品集聚正能量、唱响主旋律。”

杨兴海笑着说。

王忠义老人正在垫石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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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值 盛

夏，坝上张北

也变得烈日炎

炎。在张家口

市张北县馒头

营乡东豆腐窑

村口处的六百

来 米 的 土 路

上，一位老人

佝偻着身子来

回走动着。

只见他顶

着烈日，拿着

铁锹，把一块

块石块填到路

面坑洼处，尽

管汗流浃背，

仍没有停下歇

歇的意思。因

为听说这几天

有雨，老人就

想把路面再好

好 修 整 一 下

……

这个倔强

的老人，就是

被乡亲们称赞

为“活雷锋”的

王忠义，已经

义务为乡亲们

修路三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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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声声赞 满是黄骅情
“文艺老兵”快板歌颂家乡发展

杨兴海（左三）快板声声赞家乡。通讯员周如凤/摄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周如凤 记者代晴）“走出一片

新天地，走出阳光好心情。弘扬文明好传统，大力宣传讲

文明。全民健身在行动，共建黄骅文明城……”杨兴海用

自编自演的快板，为黄骅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填放石块填放石块。。

平整路面平整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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