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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英子，快起来！拿个大碗来，趁热，端
豆腐脑回去‘恰’！”一大早，就听到院子里的娘
娘们那脆脆的喊声。冬季的故乡，气温比城里更
冷些。寒冷的早晨，我就这样，在一阵阵亲热的
叫唤声中，悠悠醒来。

父亲，这个在外漂泊了大半辈子的游子，从
这里出发，又回到了这里。父亲在世时常常说，
城里的家只能算是个屋子，乡里的家才是真正
的家。弟弟按照父亲的遗愿，在老屋的地基上，
简单地建了新房，就是为了离葬在这里的父亲
更近一点。房子建成后，一到了周末，我们一大
家子便会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与
这里的乡亲乡情融为一体。

我的故乡在新田铺镇的一个偏远小旮旯
里。村子不大，数来数去，也就十来户，我们家族
占了一小半。村子很小，小到如小家碧玉般精
致，庭院错落有致，环境干净整洁。因为小，所以
邻里相处得就像亲人一样，处处充满了温情。

听到喊声，我迫不及待地穿好衣服，跳下
床。拉开窗帘，推开窗，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草木凋零的故乡，因了清早娘娘们的这一声
声亲切的呼唤，村子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处处充
满了生机和活力。

村里的男人们基本都外出务工了，娘娘们
便只能留在家里，照顾病弱的老人，接送上学的
孩子。这些年，乡亲们勤劳务实，生活条件日渐
充裕，新建的房子一栋比一栋洋气。娘娘们虽然
从早忙到晚，可脸上总是抑制不住流露出满足
的笑容，很少听到有怨言。

一到腊月，村里的年味便日渐浓郁，也就到
了勤劳能干的娘娘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这时
候，各家的娘娘们会抽出空闲时间来，凑到一
起，趁着冬日暖阳，盘算着该怎样用灵巧的双手
做出让一家人都想念的美味来。猪血豆腐丸子，
是冬季故乡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豆腐的原
料，是娘娘们亲自种的黄豆。豆腐制作过程很复
杂，但娘娘们都乐在其中。将制成的豆腐捏碎，
混以猪血、猪肉，捻揉成团，经过三五天小火的
熏制，就成了外表黢黑、内里绯红的猪血豆腐丸
子。我家做好了做你家，你家做好了做他家。整
个村子，都会被暖暖的炊烟、豆腐的香味以及欢
乐的笑声笼罩着。娘娘们用心做出来的猪血豆
腐丸子，一部分用来招待客人，大部分会寄给远
在他乡的亲人。

在人间烟火里，有幸与村里的娘娘们一道
感受平凡的生活，品上一口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再七里八里聊着各种趣事……不经意间，便让
萧瑟破败的冬多了一份温馨。

（谢丽英，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

冬季的故乡
谢丽英

那时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
作，人年轻，瞌睡重，只想睡懒觉。大约是
开学后第二周的一个清早，睡意蒙眬中，
校园里亮起一阵清脆的哨音。伴随着哨
音余响的是浑厚圆润的男中音：“老师们
起床上操了！老师们起床上操了！”听到
喊声，我心中一阵发紧，在学校读书时我
就讨厌做早操，想不到参加工作后还要
起早床做操。烦归烦，可又不敢不出操。
揉着惺忪的双眼步入操场，瞧见老赵站
在领操员的位置，一边喊口令一边领操。
望着他那规范的领操动作，我以为老赵
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后来从旁人口中得
知，老赵是学校的校长。

老赵浓眉大眼，五官有棱有角，走
路时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标准的军人
步伐。每天结束早操后，老赵总是端着
一个搪瓷碗，迈着正步走到校门口，舀
一碗水豆腐，又迈着正步走回学校。时
间久了，我才得知老赵武师毕业后被分
配到武警部队当过文化教员，部队生活
养就了他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作风。

工作的日子，老赵总是提前走进办
公室，端一盆清水，拿一块抹布，将办公
室的桌椅擦得纤尘不染。又弯腰弓背，
把地扫得一干二净。尔后，老赵就笔挺
地站在校门口，迎接住在校外的老师和
学生鱼贯进入校园。接着，他又不时出
现在这间或那间教室，时而检查学生的
学习情况，时而听老师讲课。老赵语文
数学都内行，评课往往一语中的，说得
老师心服口服。

后来学校安排我负责教导处工作，
经常和老赵在一起商讨教学工作，两人
接触的机会更多了。老赵常对我说：“一
所学校要想办得有名气，一是要抓升学
率，看每年有多少学生考上重点中学；
二要抓教学比武，抓教改教研成果。”老
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并且扎扎
实实抓出了成效。

记得那几年，教学比武课特别多，
有时是邵阳市比，有时是湖南省比。每
逢有比武课，老赵首先安排老师在学校
预赛，然后选素质好、形象好的老师去
上一级参赛。有一年，湖南省举行小学
语文阅读教学比武课，经学校预赛后，
确定伍茂兴老师去参赛。选定的教材为

《少年闰土》，这是鲁迅小说《故乡》中的
一个片断。在语文组的研讨会上，我提
出打破教材原来结构，从描写闰土外貌
处着手，引出“月夜看瓜”“雪地捕鸟”

“潮汐看跳鱼儿”“海边拾贝”4件事，以

事件为主线进行串讲。方案提出后，老
赵很赞成。我俩找到伍茂兴老师，和他
一起备写教案，哪些地方进行字、词、句
训练，哪些地方进行发散思维训练，哪
些地方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都作了具体
安排。老赵对这堂课要求很严，要伍老
师在同年级几个班反复试教、反复改
正，还要伍老师背熟教案。试教几堂课
后，伍老师基本背熟了教案。这堂课参
加邵阳赛区比赛时一炮打响，后代表邵
阳到省里参赛。

省里把比武课定在娄底市举行。第
二天伍老师就要上场了，老赵生怕出乱
子，忧心忡忡。当时有一张配合教学的彩
色挂图，画的是闰土月夜看瓜的情景。老
赵担心在挂图上按图钉会拖延时间，就
拿着挂图在娄底市区找了一家装饰材料
店，做了一块木扳，事先把挂图贴在上
面。这样，上课时就不必一个一个按图
钉，可以大大节省时间。晚上，在娄底市
委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老赵又要伍茂
兴试教。可没有学生，老赵就自己充当学
生，还要我也充当学生。老赵口中先发出
一阵“叮铃铃叮铃铃”的上课铃声，伍老
师从门外走进来说：“上课。”我和老赵就
尖着嗓音回答：“老师好。”我们把旅舍当
教室，有滋有味当了一回学生。如今许多
年过去了，这堂特殊的课在我头脑里仍
是那么清晰，历历如绘。

第二天，伍老师的课上得忒好，受
到评委一致赞扬，理所当然得了一等
奖。然而在这一等奖的背后，不知凝聚
了老赵多少心血。

比武课结束后，那张挂图被搁在旅
舍，我和伍老师打算不再要它。离开旅
舍时，老赵不声不响拿起挂图，带回了
学校。后来学校许多老师上市里、省里
赛课时，老赵都用这种方法培养、指导
老师。夏周强老师的数学课《三角形的
教学》在省里得过一等奖，王晓武老师
的语文课《十里长街送总理》、王萍老师
的语文课《浪花》在省里也得过一等奖。
王萍获奖后，被评为“湖南省教坛新
秀”，彩照上过《湖南教育》的封面。我想
许许多多的老师应该会记住老赵，因为
老赵严谨的工作作风及甘为人梯的品
质历来众口皆碑。

老赵名赵秀璜，原武冈师范附属红
星小学校长，一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
半根草去”的教坛孺子牛。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
员）

老老 赵赵
夏太锋

正月初七那天，遇到以前同办公室的超妹。我们笑
嘻嘻地互道新年好，不免聊起一些旧人旧事旧时光，并
不约而同地提起已退休十余年的吴叔叔来。原来我们
都有很长时间没与吴叔叔联系过了，又异口同声道：

“哪天给吴叔叔拜年去！”于是约好初九前往吴叔叔家。
超妹离开后，我不由得忆起一些与吴叔叔有关的

趣事来。
吴叔叔是个很随和的人，单位同事不论男女老少，

大都称呼他“邵敏”，自然而亲切。记得有一次，某位同
事几岁的儿子，看到应该喊爷爷的吴叔叔，脱口而出也
是一声“邵敏”。全场绝倒，轰然大笑。

吴叔叔是个很有趣的人。一天，有位与他相熟的老
者来找他问询一些事，又顺便说到身体状况。老者满意
离开后，吴叔叔在后面轻笑：“其实打牌治百病。”那位
据说有点耳背的老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转过身来：

“打牌，倒是可以治病，可是下了牌桌子，病又回来了！”
吴主任瞠目，半晌，看老者真的走远了，指点我们：“这
就是‘顺风耳’哈。”

初九上午，拨通吴叔叔儿子光磊的电话，问他父亲
的电话号码。光磊在电话那头笑：“我爸没手机，要打电
话只能打给我妈……”

还记得吴叔叔用手机两三年后的一天，他慨叹道：
“这手机不是个好东西，不管你在哪个旮旯角落都能被
找到！”终于，他老人家扔掉了手机，他想不被束缚地过
自己想要的闲适时光。

初九中午，我与超妹到了吴叔叔家楼下。不知是
巧遇还是特意等待，吴叔叔的夫人王阿姨正好在楼
下。一眼看到我们，王阿姨无比亲热地迎上来，一手一
个拉着我们上了电梯进了家门。吴叔叔面色红润，精
神饱满，一如既往地谦和。一番契阔，虽好久不见，却
丝毫不见陌生。

说起读了书的大孙子、刚进幼儿园的小孙女，老夫
妻俩言词里满是欢快。王阿姨点开手机给我们看孩子
的照片，说大孙子文静些，小孙女活泼好动些，又点开
小孙女在幼儿园跳舞的视频来……两位老人平时带带
孙儿散散步，看看书打打小牌，晚年生活很是惬意。

闲聊间，说起一些旧事，老人家唏嘘感慨；说起一些
我们的近况，老人家对我们劝慰鼓励。转眼两三小时过
去，我与超妹起身告辞，欢喜而来，愉悦而去，相约再会。

当年，吴叔叔是科室的“老黄牛”，总是最早来最晚
走，常常我们到时卫生已经打扫干净，开水也已备好。

“全能”的他必要时能顶任何一个岗位，办公室里每一
个同事都得到过他的关怀与帮助。看到身心健康、相守
相伴的老夫妻俩，我真是羡慕不已。

（范容，任职于邵阳市中医医院）

拜 年
范 容

“号碗”这个行当，已日渐消亡了。
所谓“号碗”，也就是在餐具上刻上

记号。饮食店、酒楼、宾馆的餐具需要刻
上堂号，以相区别，诸如在碗底刻上“德
兴酒楼”“三和粉馆”“武城招待”。在乡
下，各家各户也要在碗底刻上字号，避
免混淆。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碗是各
家各户的，如何混淆呢？几十年前的乡
下，有人家要办红白喜事，几十桌客人，
谁家都没有这么多碗摆筵席，又没有一
次性餐具，因此需要到各家各户借碗。

我小时候多次见过号碗匠来我村
子里号碗，时间大体都在秋冬两季。号
碗的王师傅是稠树坳上的，离黄土冲三
里之远。阴雨天没事可干的时候，他就
敲着小钉锤喊：“号碗哦——号碗——”
声音苍老沙哑。小孩子都喜欢他，总想
去摸他手上的钉锤与钻头。王师傅是个
五十开外的人，中等身材，样子瘦瘦的，
还有点秃顶，抽着喇叭筒烟卷。他为人
和善，喜欢逗孩子说话。他一来到院子
里，孩子们就蹦蹦跳跳跑过来了。王师
傅从兜里摸出几个硬硬的纸包糖，每人
发一个，然后说：“快去喊，快去喊，谁家
要号碗的，马上来哦。”这样，我们都成
了他的小喇叭，满院子去发消息：号碗
啰，号碗啰。

王师傅手里的钻头是个小小的金

刚钻，约三寸长。那个小锤子只比大拇
指粗一点，锥子形，像个小小的斗笠。可
能年深月久了，锤子发着暗淡的光泽。
王师傅号碗很熟练，他把碗夹在两腿之
间，左手捏着钻头，无名指抵着碗底，右
手轻轻敲着。随着左手的移动，碗底就
刻出了痕迹。他的双手配合非常协调，
不轻不重，不快不慢。刻完之后，涂上墨
汁。待墨渗入刻痕之后，用毛巾擦掉多
余的墨，碗底的字就清晰可见。我爷爷
说王师傅的字刻得好，以前他是刻印章
的，号起碗来熟练得很。

王师傅有个绝活，那就是刻生肖
图。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号碗的人家
少，他就会与东家吸烟聊天拉家常，问
问东家的生肖，然后征求东家意见，刻
个生肖图案到碗上。我家里就有一个王
师傅刻上老鼠图案的碗，那个老鼠特别
形象，弓着背趴着，鼠须、鼠眼清晰可
见，鼠尾自然弯曲，特别可爱。小时候，
我最喜欢用这个鼠碗吃饭。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
高，农村较大规模的设宴请客，用的都
是一次性餐具，不需要挨家挨户上门借
了。号碗的行当，自然也就日渐消亡了。
回想起几十年前的乡村生活，王师傅号
碗的叮当声，似乎还在耳边响起。

（陈云龙，武冈一中教师）

号 碗
陈云龙

◆宝庆人物

◆岁月回眸

乡村晨曦 郑国华 摄

◆六岭杂谈

(上接1版）
华学健强调，要坚定不移对

标看齐铸忠诚，始终把“两个维
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
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不断提高“政治三
力”。坚定不移强化学习固信念，
带头大力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在学思践悟中不断提高
运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能力。坚定不移担当
实干善作为，全面落实“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聚焦省政府

“发展六仗”，不断完善“三重点”工
作推进和重大任务倒排机制，以专
班化、项目化、清单化方式狠抓工
作落实。坚定不移用心用情惠民
生，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全力办好省定、市定
重点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坚定不移廉洁自律强作风，
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
底，全面建设清廉政府。坚定不移
求真务实抓整改，针对查摆出来的
问题，逐条逐项建立整改清单，细
化措施，明确时限，一项一项整改
到位，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进邵阳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