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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中革命老区武强县，提起武强镇
东里谦村老八路李保坤一家，当地人们都
会情不自禁伸出大拇指——李保坤生前
以拳拳忠心，带出了一个充满革命传统和
红色家风的军人之家——四代人代代都
有“兵”。

李保坤，1928年出生在东里谦村一个
贫苦家庭，1944年 5月，16岁的他光荣参
军，由一名游击大队的“土八路”，成长为八
路军二纵队六旅27团一名战士，随着部队
南征北战。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他英
勇杀敌，无所畏惧，并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
除汉奸、端日本岗楼。在艰苦卓绝的解放战
争中，他跟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清凉店、解
放石家庄等战役，出生入死，多次立功。一
次，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军事情报，不幸光
荣负伤。1948年4月，李保坤以三等乙级伤
残复员回乡。

李保坤回到家乡后，不仅在农业战线
处处发扬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而且把保
家卫国的社会责任坚持代代相传。他常
说：“国家安宁和百姓幸福，离不开人民军

队来保卫，我们必须支持人民军队建设。”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上世纪60
年代，他把长子李占军送到部队，在北京
卫戍区服役 5年；上世纪 70年代，他又把
二儿子李占祥送到部队，在张家口武警服
役 6年。不仅如此，李保坤还支持大女儿
李俊英、二女儿李峦英嫁给了革命军人
——大女婿李永占，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
战，英勇顽强；二女婿袁彦勋，在工程兵服
役期间多次立功。

1990 年 3 月，李保坤又把孙子李刚
送到部队，在兰州军区服役 3 年。2008
年，李保坤病逝，他的重孙李正华继承太
祖父遗志，于 2010年到北京武警总队服
役……

80载岁月悠悠，李保坤一家四代接续
奋斗，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成为冀中革命老区一个拥军爱军的光荣家
庭。而且，一代又一代，在保家卫国的光荣
岗位上，坚守爱国主义的良好家风，做出了
不寻常的功绩。

刘金英 曹永雷

参军报国四代人四代“兵”
——武强老八路李保坤红色家风代代传

老八路李保坤照片。

本报讯（记者杜俊颖）7月 2日，由
枣强县统战部牵头，枣强县残联和枣强
县联通公司联合举办的“畅听世界，让
爱生长”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据悉，畅听王卡是由中国聋人协会
和中国联通共同推出的首款听障人群
专属通信产品。听障人士在接打电话
时，使用畅听王卡可以将对方说的话实
时转化成文字，传到接听界面，也可以
将自己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实时转
化成语音传到对方手机。畅听王卡还有
面对面翻译、无障碍视频通话、AI代接
等实用功能，满足用户在接听和拨打电
话、面对面聊天、视频通话、智能应答等
多场景的需求。

为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
深入开展，枣强县残联联合县联通公司
开通了“畅听王卡”业务服务，通过政府
支持、企业助力，为听障人士提供通话
中实时语音——文字互转功能，可以更
方便的与他人沟通交流，解决听障者接
打电话的需求痛点，营造了全社会理解
尊重、关爱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启

动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关于畅听
王卡的宣传片，县联通公司向县残联捐
赠了30张畅通王卡，并为与会听障人士
进行了现场办理与体验。

枣强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侯丽萍

表示，畅听王卡服务业务的开通，是一
项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公益活动，希望听
障朋友们通过这张卡，能全身心的参与
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来，感受全社会的关
爱和温暖。

枣强县“畅听世界 让爱生长”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李硕芳）疫情
期间，我市房屋租赁市场遇冷，
如今，随着毕业季来临，房屋租
赁市场有所升温。记者走访市区
租房市场了解到，目前，面积较
小、室内设施齐全、带电梯的小
区和离学校近的小区比较受租
客青睐，而老旧小区则备受冷
落。

越来越多的租客青睐“小而美”

一中介的置业顾问介绍，当
下，“小而美”的房源是年轻人最
青睐的。年轻人的租房观念正在
改变，经济压力并不影响他们对
品质的追求。精装的小户型，水
电气暖全带，桌子、衣柜、沙发、
电器、Wifi 都有的“小而美”房
源，成为这部分群体的“香饽
饽”。从最近的租房情况上看，年
轻人愿意多花点钱租住精装房
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的年轻
租客更关注租房配套设施、装修
及服务，很多人愿意为高品质生
活上调预算，品质化需求已成不
可逆趋势。

离学校近的房源很抢手

市民曹女士有一套老小区
的房源，已经闲置了大半年，最
近终于又租出去了。她说，租客
的孩子在附近的小学上学，为了
接送孩子方便，才租了她的房
子。而之前，很多租客来看过房
子，大多因为室内陈设太旧没有
租，看来这次是沾了“学区房”的
光。而市民孙女士在一所高中附
近的两室一厅的电梯房，一直以
来都很抢手，上个租客刚退租，
马上就能再租出去。

从租房市场了解到，离学校
近的房源更加抢手，其中，两居
室房源因户型、面积和实用性更
符合陪读时的居住使用要求，因
而受到租客的较强关注。装修相
对较好、家具家电更齐全的房源
成交情况较好。

老旧小区遇冷

去年疫情期间，市民王女士
的房子在租客退租后，就再也没
有租出去。后来的租客们都认为
王女士的房子过于老旧，且租金
不比市场价低，均没有租住。王
女士说，由于其房龄较长、设施
老旧，但为了出租也有过装修的
念头，怎奈装修费用较高，便打
消了装修的念头。房子租不出
去，也不想花太多钱装修，就一
直这么空置着了。

从中介处了解到，老旧小区
的外租房源不太看好，除非租金
相对来说较为便宜，或者位置比
较优越。

我市房屋租赁市场
有所升温

“小而美”房源备受年轻人青睐

近来，每到傍晚，冀州区门庄乡王海
庄村委会的大院里便会传出抑扬顿挫、
婉转动人的京剧唱腔，演唱者正是被村
里人称为乡村“京剧名家”的张淑庚。

张淑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她
从小爱唱京剧，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登上
舞台一展才华。年轻时，张淑庚和丈夫每
日都要为生计奔波，对于自己的这一爱
好有心无力。随着时代的变迁，耕种收管
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从繁重的农业劳动
中脱离出来的张淑庚，首先想到的是拾
起过去的爱好，实现自己的梦想。

除了跟着手机学唱京剧，张淑庚还
经常向张忠谦、付延奇、王永敬等当地的
京剧票友讨教。刚开始张淑庚不敢走出
去唱，怕跑调，怕跟不上弦。在同乡和老
师们的鼓励下，她壮着胆子走进人群中
献唱。有人给她指出了拖腔带调、尖团字
唱不准的毛病。她虚心接受，回家暗下功

夫，刻苦练习。练声时怕扰民，她关上门
窗，吊上棉帘子，有时甚至钻进立柜里。
由于有着王海庄的乡土发音，张淑庚在
学唱京剧的同时，还加强普通话练习。为

了练气练嗓子，张淑庚学过小猫叫、数过
枣、数过葫芦……一段时间过后，她的普
通话读音准了，字也正了，发声用气都有
讲究了。又经过延伸练习，京剧唱段中的
尖团字、上口字，她也做到了运用自如，
并且没了从前的生涩和拿捏。张淑庚渐
渐有了底气，开始主动登台表演，应邀演
出的机会多了起来，在周边乡镇和市区
的京剧票友中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如今，张淑庚已经学会了《趁月光》
《钓金龟》《大雁》《玉皇后》《八珍汤》等十
多个京剧名段和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选
段，经常应邀到周边乡镇演出，并多次参
加冀州区的京剧票友演出和重要节日演
出。张淑庚说：“感谢党的好政策，让老百
姓过上了好日子，我也得以重拾爱好，实
现梦想。有了京剧艺术的陪伴，我的生活
充满了韵味和新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李硕芳 通讯员 吕乃华

冀州区农民张淑庚的京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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