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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尊“中国奶奶”的滨州老太王小贝——

“传奇人生”里一直在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程海莉

还记得那位凭“牙拖汽车”站上央视舞台“出彩”中国的81岁老奶奶吗？那位扬言到85岁攀岩、到
90岁高空跳伞、到100岁找个百岁老伴一起高空跳伞的“中国奶奶”，就是王小贝。

这位既“时尚”“剽悍”又“任性”的“中国奶奶”，一生充满了传奇——14岁参加工作，改进、解决麻袋漏粮
难题；20来岁，创出“单手扇面五指点钞法”；30多岁，大胆尝试“炼金”，登上《中国金融报》；近40岁，创出“数量
金额同时同账同格收付复式记账法”；47岁，著书《伙食会计》；55岁，爬上50多米高的烟囱；64岁，力擒偷包贼
登上《济南时报》；76岁，盖起13层高的大楼；77岁，再次爬上30多米高的烟囱；81岁，凭“牙拖汽车”“出彩”
中国，成为范冰冰“闺蜜”……

2013年，老人的梦想实现了，
高渡村建起了党史馆。他把耗费
多年心血编成的党史资料，无偿
送给了党史馆，为其提供了很多
有价值的资料。从党史馆建立之
初，张守垒就主动为参观的人当
讲 解 员 。 说 起 做 讲 解 员 的 初
衷，张守垒说，就是想把高渡的
历史宣扬出去。几十年的革命
历程，上百名人物的英雄事迹，
张守垒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截
至目前，老人已经为 1100 多批
次，万余人义务讲解高渡党史、上
党课，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讲了
78 场，一天讲到 5 场。虽然累得
嗓子都哑了，但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叫累并快乐着。2016年，张守
垒被提名“2016 感动滨州”候选
人。

由于年龄大了，耳朵背了，走
到哪里都手里攥着一个微型扩音
器，“习总书记都说了，要学懂、弄
通、做实，我啊，不能掉队，得在做
实上下功夫”。

曾经有中央党校的学员来参
观纪念馆，听了老人的党课，感触
颇深，专程跑到老人家中跟他探
讨农村党建发展的相关课题。张
守垒老人多年扎根农村，服务农

村，了解农村，对农村党建发展有
独特的见解和看法。那位学员表
示，跟老人交流，受益匪浅。

高渡村的党支部书记张立彬
说起张守垒这几年的奉献非常感
慨。他说，张守垒从党史馆建成
以来，是任劳任怨，只要有来学习
的，随时叫，随时到。

十九大召开后，张守垒被博
兴县委组织部聘为百姓宣讲员，
在基层各党组织宣讲十九大精
神。“你看我门前那条河，历史上
叫赵家运粮河，多年前是条垃
圾河、臭水沟，现在经过整治，
河岸变成了花园；再就是村里
的大小街，全部硬化，形成四通
八达的公路网。这就是习近平总
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五年变
化，在高渡村的直接体现。”老人
总能接地气把党的政策讲得淋漓
尽致。

交流结束之际，馆里通知说
市直机关来了一个学习团，想
请 老 人 上 党 课 。 简 单 的 告 别
后，老人大步地走向教室。不
一 会 传 出 嘹 亮 的 声 音 ：“新 时
代，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共产
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远跟党走。”

人老心不老，义务当起党史讲解员

王小贝获尊“中国奶奶”，引领“时代的步伐”。

退休老党员张守垒：

不忘初心 发扬光大博兴党史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邵强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振兴，而我
的初心是工作可以退休，党员永
不下岗，一定要把博兴的党史发

扬光大。”作为一名有着 58 年党
龄的老党员张守垒，秉承老一辈
留下的光荣传统，完美诠释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

1960 年，年轻的“青年红旗
队”队长张守垒靠着自己高超的
技艺和高标准的任务完成量以及
极强的党性修养，经两名基层干
部推荐介绍，光荣地加入了党组
织。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张守
垒总是感慨万分：“在当时，党员
是一面旗帜，走在路上，大家都羡
慕。”

1958年，20岁的张守垒被招
工到淄博周村王村耐火材料厂，
负责矿山的爆破工作。正值“大
跃进”时期，厂里对“小改小革”非
常重视，但在当时，黑旺水库工程
建设因遇到难题，进展缓慢，严重
阻碍了厂子赶超式的发展。时任

“青年红旗队”队长的张守垒果断
扛起了攻克黑旺水库工程爆破难
题的重担。连续四天四夜不休不
眠，跟工友战斗在一线。通过尝
试不断更换爆破手段、寻找爆破
支撑点，达到了最大限度减少由
爆破造成的资源损失的效果。

“在山里钻来钻去四天四夜，
吃住都在山里，回到家的时候，浑
身都是虱子”。张守垒笑着告诉
笔者。

在一次又一次的摸索中，张
守垒带领的“青年红旗队”从山体
爆破工作中找到了秘诀，并首创

“微差爆破”法，使爆破工作效率
大幅提高，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高
质量的完成了山体的爆破工作，
保障水库工程的施工建设。这一
创新在当时的环境下，为国家节
约了大量的资源，也避免了因爆
破造成的能源浪费，极大地提升
了材料的再利用率，为环境保护
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凭借这
一创举，也让他荣膺1961年的淄
博市劳模和山东省劳模。在他的
带领下，“青年红旗队”相继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让很多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现实，
保障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年轻有为跟党走，他是模范先锋带头人

张守垒从小就是戏曲爱好
者，尤其钟爱源于家乡的戏曲扽
腔。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扽腔艺
人越来越少，而扽腔技艺面临失
传的危险。让谁来继承和发扬？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退休回
到老家后，他自费在村里组织起
一支扽腔演出队伍，经常召集部
分爱好者在自己家里排戏，还经
常义务外出演戏。

1998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果断拿出自己20个月的退休金，
约 12000 元，办了一场轰轰烈烈
的扽腔文化演出。要知道，12000
元在20年前可是一大笔钱。

“国家的文化瑰宝不能断送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我要尽最
大的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扽腔，

了解扽腔，让扽腔文化传承下
去”。张守垒坚定地说道。演出
很成功，引起了极好的反响，可张
守垒还不踏实，他积极联系文管
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扽腔
文化申请为国家非物质遗产，填
补了国家戏种空白，并主动担任
传承人，担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
任。至此，他才安了心。

2000年10月，他带人到博兴
县城里演出。一位看戏的老人问
他：“你是哪里的？”“高渡的。”没
想到老人听后竟与他说起了村里
的几位烈士。最后老人叹气说：

“可惜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
么一代人了。”这句话对张守垒触
动很大，使他萌生了给后代人讲
党史的想法。

退休不褪色，立志将扌屯腔发扬光大

张守垒的家乡高渡村，革命
历史悠久，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堡
垒村”，在博兴革命党史上产生了
三个“第一”：滨州市第一个农村
党支部、博兴县第一个中共党员、
第一任县委书记。张守垒从小耳
濡目染，常听村里的老人们讲“八
四暴动”的策划、张静源开展革命
宣传、李天佑怒斥敌人保护战友
的事迹。然而故事都是根据老人
只言片语的回忆，片段化且没有
资料记载，缺乏考究和准确性。
如何让后人牢记那段艰苦卓绝的
革命岁月，把历史传承下去，是摆
在面前的一个急切问题。

“张静源、李天佑、李湘韩都
是高渡村最早的党员，他们为了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付出了生
命，作为高渡村的党员，应该归还
他们一个真实的历史真相”。于
是，张守垒再次踏上征程，这一

次，他走遍了烈士们生前战斗过
的地方，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相关
党史资料，也搜集了更多高渡村
革命烈士的事迹。他利用之前在
工厂上班的资源，去了附近十几
个省市搜集资料。曾去过山东党
史博物馆、青岛市烈士陵园，搜集
张静源烈士的资料；也去过广饶
县资料馆，复制1983年惠民地区
的有关资料；最远去了南京市，为
证实烈士阵亡的地点，去战役原
址了解详情。他把资料里面记载
的战役地点、烈士事迹等信息逐
一进行核实，整理成册，成为当时
记载高渡村党史较为权威的地方
文献。

资料有了，何时才能实现愿
望，将革命先烈们的光辉事迹和
光荣传统传承下去，一时成了张
守垒的“心病”。

搜资料编党史，一跑就是几千里

81岁，“任性”凭“牙拖
汽车”“出彩”中国

2015年，81岁的王小贝越活越“任
性”。3月1日晚，全国人民通过中央电
视台《出彩中国人》见证了这位传奇老
太的惊人壮举。

由于《滨州日报》对王小贝的持续
关注，引起了《出彩中国人》栏目组的
注意。栏目组通过本报联系到王小
贝，邀请她为全国人民表演“牙拖汽
车”的惊人“功夫”。

随后，王小贝曾三番两次赴济南、
上海，与栏目组分管的副导演、总导演
见面、试车……

“我叫王小贝，是山东省滨州市众
成大厦的一名会计，我平时喜欢和年
轻人呆在一起，我和他们才有共同的
话题。今天，我带来了一个挑战自己
的才艺，我有信心，我不会失败的！”这
是当时VCR王小贝激情的自述。

“我今年81岁了。”
“哇……”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评委范冰冰瞪大眼睛，半张着嘴，

都惊呆了；周立波则故作晕倒状，扬起
胳膊顺势斜倒在桌面上，起身后竟不
敢相信地又问了一次“您，81岁啦？”蔡
国庆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的确如撒贝宁所说的那样，先不
用看才艺，单单报上王小贝的年龄，已
令全场惊讶不已。

在主持人撒贝宁的引导下，周立
波、范冰冰、蔡国庆三位评委以及全场
观众离席走向外景场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将
要在这里见证本季《出彩中国人》最震
撼的一幕，站在我身边的是本季《出彩
中国人》年龄最大的一名选手，81岁的
王小贝奶奶。”撒贝宁拖着长长的高音
更是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尖叫声一
浪盖过一浪，三位评委已根本坐不住，
他们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加油！加油……”全场齐声高喊。
“3！2！1！”
王小贝深呼吸，张开双手，开始用

牙奋力地拖动汽车，大约10秒钟后，只
见硕大的越野车轮开始慢慢转动……

就这样，王小贝凭借一口“铁齿铜
牙”赢得了周立波、范冰冰、蔡国庆三
位评委的全部“出彩”，并成为了范冰
冰的“闺蜜”。

当周立波问到王小贝的梦想是什
么时，王小贝的回答也是逗煞了人
——“当我到85岁的时候，我能做到攀
岩；等我到90岁的时候，我做到高空跳
伞；我到100岁的时候，那就找个100岁
的老伴和我一起高空跳伞。”

2015 年 5 月 17 日晚播出的《出彩
中国人》年度盛典中，王小贝以“中国
奶奶”的风范，获得中央电视台第二季
长安汽车《出彩中国人》“时代的步伐”
荣誉称号，获尊“中国奶奶”，节目组还
给她颁发了证书。

王小贝的一生就是追求挑战，挑
战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她在挑战中感
受到幸福。

爱钻研爱发明，工作中
的难题一一化解

1949年，济南刚解放不久，14岁的
王小贝高小还没毕业就成了省商业厅
粮食公司的一名工人。因为年龄小，
领导就让她和上了年纪的“大娘婶子”
一起缝补麻袋、整理粮仓，有时还到火
车站打扫装车时漏了的粮食。

“咦！这不是我们刚补过的麻袋
吗？补过了，怎么还漏呢?”一个偶然的
机会，她发现同事肩上的粮食袋里不
断地漏粮食粒儿。

一番认真观察，一夜左思右想。

第二天，王小贝按照自己的想法
悄无声地换了新织法：插针往后，出针
往前，针数并无增加，这样在漏洞处会
自然形成一根“小辫儿”，有了这根“小
辫儿”，任凭粮食怎么挤也挤不出来
了。“这闺女真机灵，大了一定有出
息！”“大娘婶子”无不纷纷效仿，对这
个小丫头更是刮目相看。

王小贝并不甘心单纯的工作，而
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1951年10月，17岁的王小贝从会
计班学习结束。因成绩优异，她被调
到了惠民地区中心银行。由此，她与
会计结缘……

1955年，组织上照顾他们夫妻，21
岁的王小贝调往利津县银行分管现
金、金银业务库，并任出纳。白天，点
钞、打算盘；夜晚，手握驳壳枪巡逻仓
库。在看似单调的生活中，王小贝却
寻到了淡淡的诗意，还能偶而即兴赋
一二小诗。

沿袭下来日复一日的点钞法，让
王小贝感觉越来越机械、无趣。

相信熟能生巧的王小贝坚信，只
要下苦功，一定能从熟练中找到窍门
儿。于是，白天、晚上，春夏秋冬，“点
钞”点到手麻木了也不愿停下……

功到自然成。王小贝就是凭着苦
练，创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神速点钞
方法——单手扇面五指点钞法。只见
她：5 个手指上下一抖，钞票立即均匀
地划成一个扇面，另一只手伸开五指，
一张一张拨过去；一个指头拨5张，5个
指头拨一遍，就是25张；这样拨四遍，
恰好100张。运用此法，她1分钟能点
400张钞票，且准确无误。

1963 年，利津县一农民手捧祖传
的从箱子上拆下的一套金“扣吊”到惠
民中心支行兑换钞票。

看着乌乎乎貌似黄铜的“扣吊”，
同事们谁都不敢收下。在省里只学过
10 天“金银鉴定”的王小贝却想试一
试。她按照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自
掏腰包，买来小砂锅，放上“扣吊”，倒
上硝酸，炼起金来。

真金不怕火炼。“炼金”成功的王
小贝继续用试金石、对金牌等方法，反
复试验，直至鉴定出“扣吊”含金的准
确比数才罢休。于是，一篇题为《炼
金》的文章刊发在了《中国金融报》上。

1964 年，30 岁的王小贝调到惠民
地区建筑公司，接管食堂会计、司务长
工作。套用干银行的工作方法管食
堂：一锅馒头，用了多少面蒸了多少
个，她像点钞票一样点数。卖了多少
个，剩下多少个，当面点清后“哐当”一
锁。结算时，馒头的卖出数和所蒸数
一碰一个准儿，少一个都要清查。

花钱少、吃得好，粗粮细作、饭菜多
样，即使这样，每月还能节余二三百元，
王小贝管理的食堂被评为“红旗食堂”，
她也被称为“活雷锋”“好司务长”。

1981年，由王小贝撰写
的《伙食会计》出版发行

1970 年到 1973 年，王小贝的生活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王小贝的生
活平静了许多。她爱钻研的劲头儿没
有丝毫减少。因为，她心里还揣着“大
事”……

拜访北镇地区公认的会计权威吴
老会计，求教关于数量与金额同账“见
面说话”问题；

用新式记账法，帮助一名食堂的
司务会计理清账目，皆大欢喜；

算盘珠子劈里啪啦几天，查出一
食堂司务长兼会计挪用公款600多元；

让一名想混账自肥、嫁祸于人的
司务长乖乖交出了粮票；

……
来找王小贝帮忙查账、安账、请教

问题的人越来越多，王
小贝和她的“连环账”
俨然成了财务难题的

“灵丹妙药”。
王小贝成了个大

忙人：连续担任建筑公
司举办的会计培训班
主讲；整理《伙食会计
讲义》。而《伙食会计
讲义》更是传到了专署
财政局、地委宣传部、
地区出版办公室。当
传到山东人民出社后，王小贝《伙食会
计》很快就被拍板定案。

王小贝要出书啦！
这，是王小贝力所不能及的。然

而，在出社版专家们的大力协助下，她
毅然接了下来——

有关会计的理论书籍，她都悉数
学习，如《会计基础知识》《粮食经济基
础知识》《工作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工
业会计》《怎样记账》《成本会计学》等
等一一研读。

白天按时上班，黎明的时光则成了
王小贝的写书时间。早晨三点起床，一
直写到天亮。两个月后，王小贝将书稿
交到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专家、编辑审
阅研究，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王
小贝又集中精力修改了20多天。

1981年春节，正式定稿。6月，《伙食
会计》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55岁那年，爬上50米高的
烟囱；时隔22年后“故伎重演”，
又爬上了30多米高的烟囱

1989 年，王小贝担任建筑公司下
设的服务公司经理，当时公司接到了
一个拆烟囱的任务。要拆的烟囱有50
米高，当时的工程师爬到六七米处都
直打哆嗦，不敢再爬。

“没办法，只有我上了。”
“我不能闷着头蛮干啊！”王小贝

可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她先去
卫生室查体，看各项指标是否有保障，
然后试验体力，以10米为限，上上下下
连续5次。再去查体，看看经过几番折
腾后身体有无异常。

体检结果证明：完全没有问题。
在决定正式爬烟囱的前一晚，王

小贝为自己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郑
重地写下“遗书”。她一直希望自己能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
员。于是，在遗书中她郑重地写下“遗
言”：“请求党组织批准我死后入党。”
还把自己存的 500 元稿费拿出来作为
预付党费。

当王小贝爬上烟囱，顺利完成测
量预算任务，平安下地后，她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赶紧撕掉“遗书”。

后来同样因为扒拆，王小贝还爬
过北镇中学的烟囱，虽然矮了一些，也
有20米高。

王小贝爬烟囱的“故伎”时隔22年
后，于2011年“重演”，77岁的她又爬
上了30多米高的烟囱。

在大楼施工工地上，有一根 30 多
米高的废烟囱必须拆除，需要量内径
和外径。

“当时在场的都是三四十岁的青
壮年，愣是没有一个敢上去的。”“他们
不上，还不让我上。”

第二天早晨6点来钟，趁着没人，她
一个人爬了上去，量了内径外径，之后
根据测量的数据，她拟订出了拆烟囱方
案，并设计出了拆烟囱用的钢筋笼子。

64岁，力擒偷包贼登上
《济南时报》;76岁，再创“奇
迹”盖起一座13层高的大楼

1998年，64岁的王小贝因事外出
到济南，在那儿亲手抓了一名抢包贼。

一天晚上，王小贝骑车途经一立
交桥北侧时，一个青年男子从后面骑
车尾追过来。这名男子赶上来之后，
将她放在车筐里的包抢走。因为包里
有现金、存折和各种证件，王小贝立即
骑车猛追。追出 1000 多米后，抢包男
子见甩不掉她，就顺势拐进一个居住
小区。王小贝岂肯罢休，随即跟进小
区并大喊“抓贼”。听到喊声后，附近
居民纷纷出来堵截抢包男子。谁知抢
包男子慌不择路，竟跳进了楼前的臭
水沟里。王小贝和闻讯赶来的民警也
跳了进去，并亲手抓住了抢包贼。

1999 年 4 月 27 日，《济南时报》以
《包被抢，老妇追出千余米；众人堵，歹
徒跳进臭水沟》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

2010年，从事会计专业的王小贝，
已步入耄耋之年，她却完成了一项“壮
举”——盖起一座13层高，总面积达1.6
万多平方米的大楼。这一年，她76岁。

那一年，闺女买了块地，说是盖大
楼。那时正在济南一家公司干着审计
工作的王小贝给闺女越参谋越不放
心，索性辞掉工作，成了盖大楼的专职
负责人。

虽然王小贝没干过建筑，但毕竟
在建筑公司待过，面对建筑业的许多
环节，她算是个明白人。从大楼的设
计、选材、购料、投标、装修……所有的
一切一切都是在她的决策、指导下完
成，没有一个环节不是亲历亲为。

经历或“剽悍”或“传奇”
或“任性”的人生后，83岁的王
小贝保持着一份独有的淡然

回首人生中曾经的一个个精彩片
断，王小贝始终保持着一份独有的淡
然。

王小贝参加《出彩中国人》的报道
刊出后，国内多家媒体将电话打到滨
州日报社，想邀请她去做节目。都被
她一一拒绝。

其中，不乏有媒体想让王小贝去
做节目，并提出报酬问题。“只要能做
到的，我会尽力去做，但不会要任何报
酬。”她这样说。

王小贝成名后，有市民希望在她
的帮助下也能找到更大的梦想舞台。
对此，王小贝有着自己的观点：“有梦
想是好的，但没有必要一味地刻意追
求参加选秀节目。我平时工作很忙，
年龄大了，身体也大不如前，没有精力
再去应付这些事情了。”她想用一句话
奉劝那些热衷于选秀节目的人——

“有麝自来香，不用大风扬。”
“我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一切如

昨。早晨5点钟起床，先做床上功，再
做床下功，最后是户外功。床上功包
括仰卧起坐、俯卧撑、前撩腿、后撩腿
等；床下功包括叩齿、捋头、气功等；户
外功包括打拳、打腰鼓、踢腿等。这一
套功练完后，7点准时听新闻。然后吃
饭，稍作休息后上班。”

······
眼前这位 83 岁矍烁的老人，未来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呢？！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员
李雅芹 孙杰 报道）日前，从深圳海雅
剧院传来喜讯，阳信县旗袍协会在1月
5 日举办的“2018 全球旗袍春晚海选”
活动中荣获“最佳团体表演奖”。据介
绍，“旗袍春晚”已成功举办三届，在春
节期间各大卫视黄金时段播出，已成
为全球性旗袍主题文艺中的标志性舞
台。

旗袍，是中国和世界华人女性的
传统服装，被誉为国粹和女性国服，在
2011年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阳信县旗袍
协会随着中国传统文化服饰的推广应
运而生，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正式成
立。协会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塑造
优雅魅力女人，传递社会正能量”为宗
旨，以“同心同德，聚力共赢”为核心价

值观，推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

据了解，阳信县旗袍协会来自民
间70余名旗袍爱好者组成，自成立
以来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到阳信
东 部 养 老 院 、城 北 养 老 院 慰 问 演
出 ，对 孤 儿 弱 势 群 体 进 行 走 访 捐
助 ，为该县梨花会、梨王争霸等活
动 开 场 助 演 …… 用 行 动 演 绎 着 女

性的真善美，演绎着中国旗袍传统
文化。

目前，阳信县成立有曲艺家协会、
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协会等10余家
协会组织，共组织各兴趣爱好者开展
活动近50余次，促进各成员沟通交流
的同时，也带动了该县公共文化事业
的发展。

阳信旗袍协会获全球旗袍春晚（深圳）
海选“最佳团体表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