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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我家且在我家吃过饭的人都知道，我
家有位美食家，那就是我的爷爷。

爷爷是美食家，在我家这一带几乎是家喻
户晓，人称“厨神”。我读小学时，一直跟随爷爷
奶奶生活。每天放学回家，都能看见爷爷在厨
房里忙碌的身影。作业少的时候，我就会去厨
房帮爷爷打杂，顺便观摩爷爷炒菜。

“嗒、嗒、嗒”，伴随着富有节奏的刀落声，辣
椒和肉被切成了长短粗细均匀的丝状。爷爷手
持锅铲，麻利地从油罐里铲出雪白、光滑的猪
油。猪油顺着锅壁迅速滑入锅底，转眼融化成透
明的液体，随即冒出缕缕青烟。爷爷快速地将肉
丝下锅，翻炒几下，待肉丝颜色全部变成粉色，
便迅速起锅。乘着油温下入辣椒丝，简单翻炒后
再次倒入肉丝，而后加入各种调料。只见爷爷手
一推、一拉，肉丝混着辣椒腾跃到空中……一盘
简简单单的家常菜青椒肉丝，便完成了。爷爷用

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笑着说：“滨，尝尝
看！”我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放入口
中，吃得满嘴流油。爷爷笑得合不拢嘴。

爷爷的厨艺是从太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听
爷爷说，太爷爷之前是御厨，后来向南逃难到这
里定居下来。十里八村，爷爷“厨神”的名号无人
不知。每有红白喜事，总会有人专程来请爷爷出
山。村里人对爷爷的厨艺赞不绝口，常有人打趣
说：“给‘厨神’一颗白菜，他也能给你炒出肉味
来。”可惜的是，我的父亲没有将这门手艺传承
下来。爷爷说，我的父亲厨师天赋不行，他宁愿
这技术断在他手里，也不能败在父亲手里！

如今，爷爷老了，做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我每次放假回家，爷爷还是会在厨房忙碌，只
是我再也看不到那翻腾的火苗，还有那高高抛
向空中的肉丝。不知下次回去，是否还能吃上
爷爷做的饭菜。 （指导老师：陈晚华）

我的“厨神”爷爷
城步第一民族中学 黄杨滨

欧阳亚宁是隆回县七江镇建华九年一贯
制学校的一名初中教师兼班主任，她自大学
毕业以来一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多年来，欧
阳亚宁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教学踏实
认真，教育方法得当，得到了家长、学生及校
领导的一致好评。

作为一名教师，欧阳亚宁信奉“无爱就无
教育”。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一年
到头见不着父母几次面。因此，作为班主任的
欧阳亚宁在关心学生学习的同时，也细心地
观察着学生们的心理变化。每当下课时间，欧
阳亚宁会主动与学生聊天，慢慢地，她走进了
学生们的精神世界。

有一年，欧阳亚宁接手了一个初二班级。
该班学生性格叛逆，班级整体状况较差。有个
调皮的男生上课与老师顶嘴，经常逃学。欧阳
亚宁开导他，他也不予理会。直到有一次，欧
阳亚宁看见该男生一瘸一拐走进教室，她赶
紧把他扶到办公室，问明原因，原来他打篮球
摔伤了腿。欧阳亚宁拿来碘酒和棉签给他清
理伤口。临走时，该生对欧阳亚宁说：“老师，
您真好，谢谢您！”慢慢地，该生对欧阳亚宁越
来越信任。在她的关爱下，该生渐渐地发生了
变化，变得积极、乐观。该班学生也在这名男
生的带动下，变得懂事，开始努力学习。在后
来的初三毕业考试中，该班有20人考上了省
重点高中。

“把孩子交给欧阳老师，我们放心。”这是
学生家长对她的肯定。近年来，欧阳亚宁转化
后进学生36人，转化率达100%。所有她教过
的学生，都与她相处融洽。每到新学期分班
时，家长们总是争着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她所
带的班级。由于工作扎实负责，2019年，欧阳
亚宁被评为市优秀班主任。

“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教
师的身教作用非常重要。”欧阳亚宁说。2020
年下学期，该校的专职体育老师被调走，无奈
之下，学校把初二年级的体育课安排到了班
主任欧阳亚宁肩上。此时，镇里组织的广播体
操比赛即将举行。为了带领学生赢下这场比
赛，肢体协调能力差的欧阳亚宁，在体育课时
和学生们照着视频不断练习。她深知：只有老
师认真了，会做了，孩子们才会做得更好。通
过两周的努力，学生们在广播体操比赛中获
得了一等奖。

在平时的生活中，欧阳亚宁力求班级时
刻保持整洁、卫生，如果发现有垃圾她会及时
捡拾起来。所以，在她的影响下，孩子们都养
成了良好的习惯。

欧阳亚宁用爱心、细心、热心，换得学生
的开心和家长的放心。“在今后的教学中，我
将一如既往，为国家培养栋梁贡献自己的力
量。”她说。

润物无声待花开
——记隆回县七江镇建华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欧阳亚宁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陈冰

自2011年起，刘琛扎根基层、挥洒热血，
先后在隆回县滩头镇三塘小学、滩头镇栗山
中心小学、滩头镇中心小学任教，现为滩头镇
双江完全小学校长。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刘琛说。三塘小
学建于20世纪80年代，刘琛的爷爷和父亲都
曾在此执教。受父辈们的影响，2011年，刚从
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刘琛，放弃了长沙条件
优越的教学岗位，沿着父辈们曾走过的路，回
到了三塘小学执教。刚入校时，学校基础设施
落后，教学资源匮乏。为了改善教学环境，刘
琛自己动手将千疮百孔的教室墙壁重新粉
刷，又拿木板把破损的门窗修好。2013年，他
再次放弃了进城的机会，选择继续留在乡村。

作为教师，刘琛执教的11年里，收获满
满。他所带班级参加县统考多次进入全县十
强。2020年3月初，在“停课不停学”优质视频
课征集活动中，刘琛录制的《放大镜下的昆虫
世界》一课，作为全市的示范课上传至邵阳电
视平台，免费供全市中小学学生学习分享。同
时，为促进青年教师更好更快成长，刘琛充分
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和帮扶作用，帮助辅导
多位青年教师在比赛中获奖。

在教学课题研究方面，2015 年，刘琛主
持的湖南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农村中小学
教师远程教育技术能力培养方式研究》成功
结题；2021年，他主持的课题《新背景下乡村

小学课后服务体艺活动实施的研究》成功立
项。此外，刘琛还参与了校本教材《美丽滩头，
我的家》的编写。

“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对学生实施思想道德
教育的绝佳途径。”作为校长的刘琛积极搭建
平台，深入开展德育教育，精心组织开展各类
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进步。

去年来，刘琛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开
展爱国教育。他结合学校工作实际，把每周二
确定为“党史学习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刘
琛组织开展了“童心向党”系列活动，引导学
生听党课、感党恩、跟党走，厚植他们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同时，组织开展给孤寡
老人送温暖等系列活动，引导学生们把所学
所悟所想转化为行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刘琛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扎根乡村教育这片沃土，书写着无悔
而壮丽的人生篇章！

深耕乡村沃土 坚守教育情怀
——记隆回县滩头镇双江完全小学校长刘琛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那天是表哥结婚的大喜日子，我们全家都
要去祝贺。

姑妈家很富裕，真的。她家去年刚盖了别
墅，搞了装修，花了二百多万。今年表哥结婚，又
添置了高档家具，还买了一辆豪车。

别看表哥才初中毕业，大字不识几个，可一
提起他，四邻八乡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做生意
是一把好手，赚了很多钱。不过，我妈妈常常说
表哥“穷”得可怜。这不，爷爷奶奶都叮嘱让我全
家早点去姑妈家里，可妈妈还是不愿意提前。我
问她原因，她微笑着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在家
做作业吧。”终于到了快午餐的时候，妈妈才骑
上小电驴带我去做客。

来到姑妈家后，妈妈就去见姑妈，嘘寒问暖
的，好不亲切。我往大厅一看，看到一个司仪正
在“逗笑”。

“咦，怎么这个小伙子只穿个裤衩？”仔细一
看，原来那就是表哥。这时旁边有人推来一台老
旧的板车，大家随司仪一起起哄：“新郎推车，请
新娘子上车！”表嫂有些不愿意，可是在大家的

哄笑声中，她不得不坐到板车上面。这样，滑稽
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只穿着裤衩的小伙子，推着
载着新娘子的板车行进在乡下的水泥道上。途
中不时有人说着粗痞的笑话，还强迫着新郎做
着一些小孩不宜观看的动作。我诧异了，走过去
问：“表哥，这些……”

“噢，这是闹婚，现在都兴这个，没事没事，
大家开心就好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表现吗?”我真的想说“伤
风败俗”，可怕姑妈生气，最后还是忍了下来。对
此，表哥一点也不反感，只是难为了表嫂，一路上
她简直羞得无地自容。这套程序一个小时后才结
束，司仪开心极了，觉得今天的主持特别成功。

那天的饭菜特别丰盛，可是我一点胃口也没
有。姑妈一个劲地劝我多吃菜，可我总觉得周围

“啧啧”的赞叹声和欢笑声传入耳中，是那么刺耳。
我想起不愿意提早来做客的妈妈，想起她

意味深长的笑，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好多……

表哥的婚礼
武冈二中高644班 肖禾

▲水杉林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