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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玺: 使命没完成 70岁仍在一线
作为新发地“掌门人”，他见证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从15亩扩展到1680亩社区人物志

深秋时节，室外温度已经跌至个位数，
但在王佐镇西王佐村的文化活动中心，十
几位羲之书画社的会员们正热火朝天地创
作着自己的作品。

书画社的创始人何振英告诉记者，社
里的会员们今年集体参加了区老年人协会
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丰台老年系
列文化活动——“金色墨香”书画展，“刚刚
区老龄委的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了获奖证
书，一共 9 个，大家备受鼓舞，创作的兴致也
更足了。”

自幼习书法 退休后屡获大奖

“握笔要实、手掌要虚。”在书画社，除
了和会员们“切磋”，何振英还经常指导年
轻书画爱好者和孩子们练习。在他看来，
幼时对艺术的爱好会伴随一生，他自己便
是最好的佐证。

何振英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在他影响
下，何振英一上小学就开始学习书法，初学
柳公权，后又临摹颜真卿、欧阳询等名家名

作。工作时，他对书画艺术兴趣不减，并有
幸得到了大写意画家陈硕石先生及孙菊生
等前辈的指点。

退休后，他积极为镇域文化建设奔走，
结识了不少书法大家，书法水平有了较大
进展，并被吸纳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除 了 书 法 ，何 振 英 在 绘 画 上 也 取 得
了不俗的成绩。他的书画作品不仅多次
在 全 国 赛 事 中 获 奖 ——2014 年 ，他 的 作
品 被 中 国 邮 政 做 成 邮 票 发 行 ；其 花 鸟 画
作 品 也 入 编 文 化 部 艺 术 人 才 中 心 主 编 、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的《一 代 书 画
大师》画册。

收集各村历史 讲好王佐故事

在修习书法、绘画过程中，何振英接触
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并成为
这方面的行家。

2003 年，王佐镇政府对千灵山进行了
全面开发修建，熟知镇域历史又爱好书画
的何振英被聘为千灵山文化顾问。

千灵山位于王佐镇马鞍山山脉，是北
京 西 南 部 最 高 峰 。 2004 年 至 2007 年 ，他
的足迹遍布千灵山景区，“那时候，几乎就
长在山上了，裤子破了好几条，鞋子废了
好几双，也不用特意锻炼身体了。”何振英
笑着说。

在 与 其 他 书 画 专 家 多 番 勘 查 、讨 论
后，最终确定了景区门、亭、廊所需要的匾
额 和 楹 联 ，完 成 了 千 灵 山 景 区 的 文 化 规
划。这期间，他还到山脚下的村落采风，
收集与千灵山有关的历史故事。他向老

村民探究关于山上无底洞的传说，并翻阅
古籍，最终在明朝的《长安客话》中找到了
相关记载。

2010 年开始，何振英又参与到王佐镇
镇志的编撰中。他带领一队工作人员深入
到村，走访老村民，调查各村历史沿革，收
集村名由来、文化特点、历史文物等镇志需
要的内容。

走访过程中，他专门整理了当地流传
较广且可信度较高的民间传说故事近 20
个，包括西王佐牤牛斗水怪、魏各庄青龙
头、孔子观音论道等，“泥锅灶饭斗量柴。
通过一些民间故事能看到咱们当地原来生
活的风貌。”

成立书画研究会 免费为学生上课

作为党员，何振英始终不忘为镇里的
文化建设出谋划策。他热爱书画，早年便
有不少爱好者登门学习、互相交流。渐渐
地，请教的人越来越多，他想如果把这些书
画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书画社，不仅方便
大家交流学习，还可以带动村里的精神文
明建设。

2013 年，在西王佐村总支的支持下，
村集体提供活动室，何振英成立了王佐中
心村羲之书画研究会，目前已经吸纳会员
20 多人，最大的 80 多岁，最小的 50 多岁，
从最开始的每周两天到现在每周三天固
定活动，老人们聚到一起交流研习书法绘
画技法。

每逢寒暑假，书画社还会吸引村里不
同年龄段的学生前来学习。“我们都是义务
教授，欢迎孩子们前来学习基本书画笔法，
感受传统文化熏陶。”除了给爱好者们搭建
平台，何振英还带着会员们给村里的老人
送关怀——村里的老人们过生日，他们会

特意书写“寿”字以示慰问。每年春节，他
们还会义务写春联，送给每户村民，为节日
增加喜庆。

记者见到张玉玺时，他刚刚从会议中“脱
身”。高频的工作、各种突然而至的拜访，他
的整个下午安排得满满当当。虽然忙碌，但
精致的细边框眼镜、整洁熨帖的白衬衫，让这
位 70 岁长者始终保持着年轻的精神状态。
说起一手创建、一路见证发展的新发地农贸
批发市场，张玉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最早的新发地仅15亩地

张玉玺有一段不长的军旅生涯，1976 年
从海军部队退伍后，他回到了出生、成长的
新发地村。“那时候任村里的放映员兼统计
员，入党以后又担任了新发地农商联公司的
党支部书记。”

彼时的新发地农商联公司，与如今承担
着首都 90%以上农产品供应的新发地批发
市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1985年，张玉玺担
任公司农业经理兼渔场场长时，北京的农产
品供应还是以近郊“朝海丰”为主、远郊为
辅、外埠调剂。

1985 年后，此前负责北京市统一收菜、
销售的北京市第二商业局逐渐退出，农民开
始自发形成新的市场。张玉玺回忆，每天凌
晨 4 点多，村子路边都是卖菜的人和车，“城
里”的菜商也会赶来这里买菜。上午 9 点，
路上的人和车开始散去，却和赶着上班的公
交车、私家车混杂在一起，交通十分拥堵。

“交通堵塞引起了居民的很大不满，但
是不让卖菜，菜农生计也是问题。”张玉玺
说，那时不少菜农向他诉苦，“不让我们在路
边卖，可去城里卖菜一去就是一天，家里的
活没人干了啊。”

作为农业经理的张玉玺下决心改变这
个状况，1988 年，他拍板圈定了 15 亩地，专
门提供给菜农卖菜。

一时间，新发地村这个 15亩的“小市场”
远近闻名，邻村的菜农也赶来这里卖菜，“很
快就满了。”张玉玺只能扩大圈定面积，从 15
亩、40 亩、60 亩一直到 100 亩。随着面积的
扩大，新发地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连河北的
菜农都来了。”

治安好了市场才能发展

从 15 亩到 100 亩，再到现在的 1680 亩、
约 1300 名员工、年交易量 1690 万吨、交易额
达到 1080 亿元……如今在北京乃至全国都
打响名号的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就这样一

步步建立起来了。
张玉玺将其归功于市场机制的选择，但

他更清楚，想要把一时的火爆延续下去，必
须在企业管理上下工夫。可放眼当时的团
队，谁都没有管理大企业的经验，张玉玺又
一次“从头再来”。

“商贾云集才是市场，买方卖方都来才
是市场。”张玉玺认为，做强企业首先要满足
商户的需求，了解他们真正的难题、诉求和
期待。他先是“化装”成商户，拉着两车西红
柿到距离北京不远的内蒙古乌兰察布贩卖，

了解买卖过程中商户可能遇到的问题。接
着，他又“化装”成买家，跑到河南漯河买大
蒜和黄瓜。一买一卖的实践中，他总结出了
许多市场管理的办法。

一次“化装”过程中，无业人员的挑衅让
张玉玺意识到治安管理的重要性。“那次回
来我就开始抓治安，这类现象必须杜绝，给
买卖双方都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治安好
了市场才能发展，张玉玺说，这个理念到现
在也没有变。

张玉玺还买来管理类的书籍进行理论
学习，在他的主导下，工作人员不能在市场
购买商品等内部约束条例相继出台。

为首都人民造福，为全国人民造富

进入新时代，新发地的任务也变得更重
要。由于承担了北京 90%以上农产品的供
应，如何保障首都的农副产品供应安全是张
玉玺现阶段考虑最多的事情。

“首先是要提高农产品供应的可控率，

把可控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
次是要增加市场储备，保障极端天气供应。”
他回忆，近些年，唯一一次动用市场储备是
2010 年冬天，当年 1 月北京连下三天大雪，
高速路连续多天关闭，菜运不进来才动用了
储备物资。“现在我们国家的农产品供应是
非常有保障的，哪怕是在极端天气里。”

不只给首都人民造福，还要给全国人民
“造富”。张玉玺介绍，目前新发地在全国建
有 12个产地市场，不少生产基地正在积极帮
助当地脱贫，开展消费扶贫，其中试验成功
的“兰考模式”已经在全国推广。

新发地村的面貌也因为这个农贸市场
“改头换面”，“市场发展好了，有了资金的积
累，我就在思考怎样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

2002 年，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通过银行
贷款在当地建设了天伦锦城等 3 个现代化
社区，占地面积达到 100万平方米，让当地农
民有机会“上楼”，改善了居住条件。农民成
了集体经济的股东，每年享受着分红，同时

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此外，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还自掏腰

包建设了占地 600 多亩的公园，全新修建了
新发地辖内的路网，极大改善了当地的人
居环境。

张玉玺说，他的初心很简单，原本只是
想解决农民卖菜难的问题，但随着市场规模
扩大，他慢慢感受到了一种使命感，身上的
任务愈发艰巨了。

张玉玺今年 70岁，他说这种使命就是要
永远干下去，培养好接班人，确保北京的菜
篮子、果盘子不间断。“我们的 400 个商户、
100 个‘百强百王’（100 个单品销售大王、综
合经营百强），他们就是我们的抓手和希
望。”张玉玺说。

乌黑的头发、敏捷的反应、稳定的
语速，在中老年人身上常见的“三高”，
70 岁的张玉玺一样也没有，他总结说，

“生命在于运动。”
因为曾有过一段海军生涯，张玉

玺的游泳水平不错，一直到现在每天
下班后还坚持游泳 1500 米。不沾烟
酒，也很少应酬，一日三餐营养简单，
早饭玉米面粥、鸡蛋和咸菜，中午有时
间也坚持回家吃饭，“这要感谢我的老
伴，她把我照顾得很好。”

从 1976 年回到新发地村，到 2004
年任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党委书记，
再到 2015 年退休，现任市场董事长，张
玉玺作为企业管理者的经验和年龄伴
随着新发地市场的发展不断进阶，而
他的心态还如同年轻人。

“新发地从小到大，经历了不断的
变革，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不能有一点
儿戏。”张玉玺现在还经常出差，一年
有超过 1/3的时间在考察市场。

70 岁还在一线工作，并非“恋栈”，
张玉玺觉得自己还有使命没有完成，

“我们要把这份事业传递下去，要把艰
苦创业的精神传承下去，这件事我们
一定要做。”

总结起自己保养的秘诀，张玉玺
说，“只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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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我是新中国同龄人，

见证了国家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我

也是参与者和建设者，保

证首都菜篮子和果盘子是

第一位的，要把这份使命

传递下去，为首都人民造

福，为全国人民造富。

新时代寄语

何振英：王佐镇的文化“活字典”
创办书画社、参与镇志编撰，退休后一直为镇域文化建设奔走忙碌

记者：您 的 退 休 生 活 真 是 多 姿
多彩，除了创作书画作品，还会做
些什么？

何振英：除 了 书 画 社 和 笔 会 活
动，平时就是在家带孙子，给孙子辅
导功课，也会带着他练习笔法，诵读
古文。

记者：王佐镇的民间故事不少，您
也参与了镇志的编撰工作，您平时会
给孙辈们讲这些故事吗？

何振英：除 了 村 里 的 老 人 们 ，现
在知道这些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我
平时也会给孩子们讲这些故事，也希
望能有机会多宣传一下我们的民间
故事。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接触传统文
化的时间越来越少，下一步，羲之书
画社是否有向年轻人推广书画艺术
的计划？

何振英：我们书画社一直是面向
各类书画爱好者开放，常年为爱好者
备着笔墨纸砚，现在每周一三五上午
都对外开放，欢迎爱好者前来。

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大家的文化需求也提高
了，我希望能为村里和镇
上的文化事业发声，让很
多的年轻人走进书画社，
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

”

▲2019年7月，张玉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新发地红枣基地指导红枣种植。（受访者供图）

◀2019年7月，张玉玺在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察看辣椒生长态势。（受访者供图）

姓名：何振英
年龄：70岁

身份：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丰台区
作家协会会员、千灵山艺术顾问、王佐
镇镇志的编撰人，羲之书画社创始人

在羲之书画社，何振英带领会员们一起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