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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草 地

瑞雪兆丰年，不问穷苦家。

开冬就下了场大雪，不知怎的，一下就是一整天，温

度一下就直指隆冬，就是在北方也是畏畏瑟瑟的很。经

过镇西边那几间小瓦房时，步伐都加快了几分，此时，团

子正在回家的路上。

她到自家门口，站定，小心张望了几下，才放心冲进

门内。爷爷奶奶并不在家里。团子松了口气。搓了搓红

肿的手，脚也不停的向屋后头的稻草堆走去。只见她扒

开草堆一角，哇！是一窝麻雀，又见她小心的从口袋里抓

出几把秕谷，麻雀们顿时炸了窝，拥上来。她看了一会，

想，大概再养一阵子，唔，二个星期吧，它们就能自力更生

了，上一窝养的太久，差点让爷爷给发现。团子拢了拢

草，拿了个大麻袋出去了。最近作业少，团子会抽空去捡

瓶子，攒点零钱，毕竟学期又快结束了。

冬天傍晚很短，对团子来说却格外珍贵，她可以利用

这时间去捡瓶子，跑个腿，赚点钱，学期又快结束了，这对

团子来说真是个坏消息。

晚上，街边稀疏的两三盏路灯，昏昏暗暗的，但星星

格外明亮，天显得遥不可及，星星却又像触手可及的样

子。团子正拖着她的瓶子，看看星星，听着几声微弱的狗

叫声，觉得自己仿佛是励志小说里的主角，一切都会好

的。雪却无头脑的映出了她通红的脸，鼻子和长着冻疮

的耳朵，眼里也仿佛因太冷而结上了小冰晶，正闪闪发

光，她转而低下头，疲倦的走在回家路上。

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时间悄悄地从团子的课本

上、作业上和白花花的试卷上走了。又从瓶子、饮食上带

走黄昏与闲暇，晚上则从团子的小灯下带走好几个小时，

它见证了团子每天都很努力的模样，可它一去不复返。

团子今天放了鸟，明天将去考试，她对自己说：“寒假我可

以去卖点小东西，能赚不少，加上爸爸过年会带来的钱，

余下交学费的钱，还能存很多呢！”团子心里美美的。

团子抱着她的作业与大奖状，在路上开始仔仔细细

想假期该怎么过，怎么用这大奖状得到家人的鼓励与赞

扬。刚进家门，团子高兴地扑进很久不见的爸爸怀里，但

是，她却从爸爸那里得知，爷爷生病的消息。

团子心里暗流涌动，她花了一晚上整理心情却还希

望一切是虚假的。她竟要辍学了吗？是的，她自己也决

定了，过年后就和爸爸去城里，售卖些货物，照顾进了医

院的爷爷和还在抹眼泪的奶奶，一切辍学就能有转机，又

算得了什么呢？但辍学，很可惜，一行泪先夺眶而出。

团子已不再盼望回去了，她认为既然这样我也能好

好生活。但她接到了一个电话，让她不敢相信，在对方电

话都挂断了许久后，也没有回过神。爸爸此时跑了回来，

拉着团子手说：“团子，乡政府听说我们家的境况，愿意帮

助我们。团子，今后，你就能享受国家资助了，好好学，将

来回报国家。团子，记住没？”“嗯，我会的，呜……。”团子

反应过来扑到爸爸怀里，哭了，哭了很久。

如今，团子是一名大学生，算是一个高端人才了，她

完成了自己的梦想，靠自己努力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她也作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鼓励生病的、失去亲人的或

残疾的孩子，她在坚持也在回报，更在感恩，并把这些传

递给这些孩子们。

冬天又一次来临了，请不要忘记不久后会有春天，不

要忘记冬日里也有温暖的阳光，大地也会冰雪消融……

【点评】本文系“情系祖国，感恩母亲”征文，小作者独
辟蹊径，采用小小说模式，塑造了一位家境贫寒，接受资
助的小女孩团子，经过成长的洗礼，最终取得了成功，感
恩社会，报效祖国，让真情在人间延续。语句流畅，构思
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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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月弄风，是老黄的 QQ 名称，我至今不解其义，

也不想去揭开其义，反正感觉挺文艺挺禅意的，挺有古

代士人的影子的。

我认识他，因为他是我的领导，工作上领导了我六

年差 18天。从他调离后的那一天起，他又多了一个称

呼：黄老兄！

我想写他，由来已久，因为文字可以留下固态的记

忆。不单单他是我敬佩的好领导，更是我敬仰的好老

兄，何况他还是高我 6届的优秀学兄呢！

老黄和善！

凡与他接触共事之人，都深感其友善和睦。话语

不多，和风细雨，且谈及话题内容皆是与他聊天之人

的，不说关怀，用关注、关心之词较为确切些。每每话

匣打开，如春水，汩汩潺潺，清澈明净。故而，除了本分

会的中小学兄弟学校，就是本市的一些学校领导、同

事，谈到黄校长时，都啧啧赞扬。就连毕业 7 年，没有

带过这位学生课的一个孩子，竟然在大街上一眼就能

认出黄校长，还热情地高喊“黄校长好”！

老黄和气！

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见他不论对方职务高低，

不论对方贫穷富裕，不论对方年龄大小，不论对方男女

老少，他接之待之，温婉和气，不燥不急，轻声轻语。街

上有一六十老翁，很有“名气”，在老黄到桥头小学工作

半年后，竟然在接送孙子时两次在人群中夸奖：乖！这

个黄校长真不孬！你看这个学校被他建设的，你看学

校的管理，乖！真不孬！这么一个“乡绅”，只要见着黄

校长，都是毕恭毕敬的。

老黄大度！

都说宰相肚里能行船，老黄的肚里也能行船。记

得他在 2016年元月 20日调任他校任职时，在全体教师

会上的临别讲话，几位女教师禁不住低声啜泣。更意

想不到的是，凡事都不顺眼，连他家人都很无奈的一位

老教师，在黄校长讲话结束时，有力地长时间的带头鼓

掌。还有一位经常给学校工作发难的老师，在后来的

一次闲聊之中，发自内心的说道：“那天黄校长的讲话，

我流泪了！”

老黄大气！

他在桥头小学工作 6年，老师的办公桌由 1.4米长

度调换成 1.6米（实用），每位老师都配备一台台式计算

机，每个教师办公室都安装上空调，而他一直使用着前

任的办公设备。为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多方组织教师

外出学习、培训，鼓励教师参加各级教研活动。深入学

生家访，赞助学生学习用品。慰问退休教师，躬亲力

行，问寒问暖，从不虚情假意，敷衍走过场。至今，退休

教师们谈起老黄，那真是由衷的赞誉。

老黄有责！

他对人对事，既讲情感，亦不违弃原则。学校有一

老教师，嗜好“助人为乐”，因此不常在岗位。前几任领

导竭力工作，可功效不大。老黄多次亲自前往其家中

拉家常，聊天，经过长时间工作，这位老教师愉快地回

到工作岗位上认真地工作。老黄在桥头小学工作期

间，带领全校 41 名教师，携手奋斗，共同努力，在之前

基础之上，打造了一所不但美丽，还更有内涵的乡镇学

校，多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表扬和表彰。这样的例

子不胜枚举。

他历经三个春秋，向上级相关部门打了 6次报告，

终于完成了几任领导的共同夙愿：再次征地 13 亩，学

校占地总面积达到 30 亩，超前筹谋，提前两年完成了

均衡任务。这一举动，更是得到了一方老百姓的广泛

认可。

老黄有味！

老黄工作，有模有样，业绩灼灼。从他工作过的津

里，苏巷，桥头，城西，到今天的明光幼儿园，都是风清

气正，成绩斐然，面貌一新。凡是与他工作过的同事，

提及他时都会言不设防，滔滔不绝，实属知音一位。

老黄儒雅！

虽为近 40年学校领导，却无一丝一毫的架子。读

书，交友，旅游，下棋，散步，皆会凸生妙趣，情趣盎然。

看他生活的朋友圈，居家生活，工作场所，实用雅致，简

单朴素，给人以磊落光明之感。

老黄低调！

他算得上是一位温良恭俭让集于一身之人，处事

周到，从不为难他人。他总是默默地尽力地处处为他

人着想，总是把功劳、荣誉送给他人，真乃一德高的老

兄！这是大家的共识，不是己见。

以上撷取的是十一、二年前与老黄接触的几个

生活、工作段落，均为真人真事，为我亲眼所见，亲

耳所闻。

写到此，我还是查了一下“溶月弄风”这一词义，我

要知道这一词义，下次见面时好与老黄再增一话题，并

交代写作此文的来由。却没有查到这一词语，不过不

遗憾，因为我总认为我的感觉是对的！

我的一位同事干乐伟老师看过此文后，评论道：梨

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其夜月色荡漾，风来

花影婆娑，一人起手捉风翻掌把月，摩挲赏玩。老黄造

境亦是境中之主，脾性风采，彰也。老黄虽只为他一年

多的领导，但精妙的言语，可以窥得见灵魂。

老黄，名善平，现任职于明光市幼儿园党支部

书记。

溶月弄风的老黄，不老！

（作者单位：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

“溶月弄风”的老黄
□李明斌

教坛春秋

每日清晨，朝阳照在来安县复兴九年

一贯制学校校园。第一节课开始前，学校

上空都会响起整齐响亮的读书声，那声音

让书声琅琅的校园学习氛围更加浓郁。这

是复兴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在进行国学经

典诵读。

该校实行经典诵读已经六年。去年，

学校组织教师编写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国学

经典新读本，内容广泛，包括《诗经》在内的

古诗词，覆盖滁州来安等地域文化的诗词

歌赋，《弟子规》《三字经》“四书五经”“家

训”“增广贤文”等等均有涉猎。选文短小，

适合短时间诵读。学校推选诵读水平高，

认真负责的老师主持诵读。大家精心准

备，既有深入浅出的解读，也有音色优美的

范读领读。时间五、六分钟。九个年级同

时诵读，各班随堂老师拍下诵读情景的照

片和视频，在教师群和家长群分享。经典

诵读老师还有小结。有人把主持老师的视

频上传到抖音等自媒体，获得网友的好评。

这一活动能长期坚持下来，在于学校的

重视，在于经典诵读主持老师的努力，在于

全校老师的支持，在于全校同学积极参与。

该校每学期还进行经典诵读成果展

示。比如举办经典诵读比赛，经典诵读知

识问答竞赛。结合邀请县朗读者协会，邀

请名家来校讲座等形式，使这一活动更加

形式多样。

诵读经典活动的开展，对弘扬民族文

化，提升学生素养，活跃校园生活，起到了

良好作用。该校还因此被评为滁州市少年

宫经典诵读特色学校。

经典浸润生命 诵读伴我成长
——记来安县复兴九年一贯制学校经典诵读活动

□张万松 文/图

今年暑假，我决意腾出时间专程去上海拜望我的小

学老师——何寒梅。于是便向她的“闺蜜”——她的学

生，我小学时的一位女同学打听她的住址。可让我悲酸

的是，何老师前几年就已大去也，我很伤心，也很自责，为

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联系她呢！

她是我小学数学老师，若在世的话，应该是古稀之年

了吧。当时的她是上海下放知青，个子高挑，扎着一对

“韭菜把”，长得很漂亮。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她很喜欢

我；因为她美丽和善，我很喜欢她。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她好像于 1978 年左右回上海，自

那便杳无音信了。当时的她，一个 20多岁的姑娘，只身从

大上海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过着吃不饱饭的生活，却能

那么精心的教我们读书，把上海的文化和我们分享，现在

想起来，现在比起来，实在让人敬佩！

让我最难忘的是她白净而细长的手指，在捏着粉笔

写字的时候，手指很漂亮，写出的字也很漂亮。每当我做

错了事，做错了题，她总是用手指用力点我的头，不知道

她的手指点得疼不疼，但我的头却被点得很“清醒”。

那时的我们吃不饱，穿不暖，但学校里因为有个何老

师，我们却很开心，很欢乐。何老师不仅教我们学数学，

还经常利用下午课余时间教我们唱歌、跳舞。每年“六

一”儿童节到公社中心校汇演，我们学校出的节目最多，

得的奖也最多。记得有一年儿童节，我和同学们表演的

舞蹈《在北京的金山上》得了第一名，把何老师高兴得跑

到舞台上张开双臂把我们紧紧搂在一起，激动的泪水滴

在我的脸上，热乎乎的。

1980 年，我考取了嘉山师范学校。后来听我的那位

女同学说，当时把何老师高兴得流了泪，可遗憾的是我没

有把这一佳音亲自告诉她；也还是听那位女同学说的，何

老师一直把我看作她的自豪，可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去

看望她。

唉！

（作者单位：定远中学）

回忆我的小学数学老师
□许茂林

近日，滁州市凤凰幼儿园吹响了“凤娃悦动，健康‘童’行”首届运动

节的号角，娃娃们个个阳光自信，在竞技场上争相亮出“看家本领”。

运动是最好的早教及人生学校，3—6岁对于体育运动的基础动作

发展尤为关键。该园长期以来充分关照各年龄段的幼儿群体和个体差

异，坚持从科学性、规范性、安全性等角度提升幼儿体育行为规范，鼓励

自由探索，帮助幼儿实现科学合理、效果卓著的运动参与，释放每个幼

儿的运动潜能。

凤凰幼儿园举办
首届运动节

□童蒙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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