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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从教11年来，我在小学数学教学的舞台
上，每天都在与孩子们上演着独特的故事。

2013 年，大学毕业的我通过招考来到了
新邵县潭府乡大江边完全小学。面对讲桌下
那群留守儿童的一双双闪烁着对知识满怀渴
望的眼睛，我的大脑时常一片空白。那时，我
的教学方式中规中矩，常常是按部就班地讲
解着课本上的例题、公式和算法。

有一天，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复杂的
四则运算题，然后开始详细地讲解解题步骤：
先算括号里的内容，再到乘除运算，最后是加
减运算。当我讲完，询问同学们是否有疑问
时，小宇（化名）举起了小手。小宇平日里调皮
惯了，我原本打算“选择性”地忽视他，可是小
宇一直没有将手放下，似乎有话要说。不得
已，我只能请他站起来回答问题。小宇似乎得
到了某种鼓励，用清脆的声音说：“老师，我觉
得这道题就像一场冒险游戏。括号里的数字
是被困在城堡里的小伙伴，我们要先把他们
解救出来。乘除法就像是路上遇到的小怪兽，
我们要用正确的武器打败它们。最后，加减法

就是到达宝藏的最后一步。”我先是愣了一
下，压根没有想到小宇会用这样一种充满童
趣的方式来理解数学题。

小宇的话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入了平静的
湖面，在教室里激起了层层涟漪。同学们都被
小宇的比喻逗笑了，同时也对这道题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我心中一动，突然意识到，自己
一直以来用枯燥的数字和公式来讲解数学，
却忽略了孩子们充满诗意和想象的内心世
界。于是，我灵机一动，决定顺着小宇的思路
继续讲解。我微笑着对着孩子们说：“我们现
在就跟着小勇士一起去拯救被困的小伙伴，
打败小怪兽，找到宝藏吧。”孩子们顿时兴奋
起来。我在讲解的过程中，把每一个运算步骤
都和小宇的冒险故事结合起来，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那堂课的气氛格外活跃。

寒来暑往，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岗
位也从农村边远山区小学，换到了城里家门
口的小学，但追求教育教学进步的初心一直
没有改变。如今的我，已经能够在小学数学的
课堂上游刃有余地应对各个年级的教学内

容，并尽可能选择适合班级孩子的方式进行
课堂教学。比如说，现在我在讲解三角形面积
公式时，不再仅仅是在黑板上画几个三角形，
写出公式让学生们死记硬背，而是让同学们
拿出自己制作的三角形卡片，然后要他们把
这个三角形想象成是一片神奇的树叶。接着，
我告诉孩子们：“这片树叶飘落在一片魔法森
林里，我们要把它的面积算出来，这样就能知
道这片树叶能为森林带来多少能量了。”孩子
们纷纷动手操作，通过拼接、裁剪等方式，自
己推导出了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是的，在多年
来的教学生涯中，我也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如
何用更生动、更贴近孩子心灵的方式去教授
数学知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
师与学生之间，就像这清澈的渠水与源源不
断的活水。学生们以他们的纯真和创造力为
教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们如同灵动的音
符，奏响了教育乐章中最灵动的旋律；教师则
像指挥家，在学生的启发下，引领着这美妙的
音乐向着更和谐、更美妙的方向发展。

（魏可喜，任职于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

师生间的教育“交响曲”
魏可喜

奶奶离开我们三十余年
了，她老人家的慈祥音容和
如弓的背影在后辈心中难以
忘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谋生计，爷爷奶奶白天干
农活，三更半夜就起床磨豆
腐。大清早，爷爷就肩挑一担
水豆腐走村串户叫卖了，卖
完后才回家吃早饭。小本经
营利薄，初为人妻人母的奶
奶就精打细算，自己加工生
产的豆制品舍不得吃，平时
有好吃的就攒存着用来招待
客人。家乡的老一辈，经常给
后代讲我奶奶在月子里背着
婴儿推磨的感人故事。积劳
成疾的奶奶四五十岁时椎柱
就严重变形弯曲，她如弓的
背影就是一辈子克己持家的
生动写照。

爷爷奶奶育有五男一
女，为了解决一大家子的温
饱问题，他们就像陀螺一样
整天连轴转，一年到头没有
闲过一天。可在那积贫积弱
的年代里，还是吃了上顿愁
下顿，奶奶那时的心愿就是
一大家子有饭吃、有衣穿。

我的父亲是家中长子。
少年时期，他经历过旧社会
贫困潦倒的生活，在心中埋
下了要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
革命火种。解放后，父亲积极
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先
后在大队和村任团支部书
记、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

长达 35 年。在我的印象中，
父亲多才多艺，清正廉洁。他
以身作则，在兴修水利和农
田改造等生产劳动中，总是
走在前头、干在实处……他
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村官。
他尊老爱幼敢担当，深受家
族和邻里乡亲的尊敬。二叔
一家完美地传承了祖辈勤俭
持家的好家风，成为当地自
强不息勤劳致富的典范。

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我的父辈基本没读过几年
书。于是，奶奶把希望寄托在
我等孙辈身上。每当我的琅
琅读书声传到奶奶耳旁，就
是奶奶最开心的时候。记得
1978年夏，我出乎意料地同
时考上了中专和省重点高
中，奶奶真是喜极而泣。后来
我高考失利，奶奶鼓励我砥
砺前行再启航。不过，我在部
队考上了一流的军校，把青
春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
总算是给她老人家争了一口
气。转业后，我谨记勤廉家风
家训，做到身之所在、魂之所
系，皆为百姓。

晚年，奶奶虽身体抱恙，
然仍心系孙辈的成长发展。
这时，她老人家的心愿就是
国家繁荣富强、家族兴旺发
达。现如今，她的后辈都奋进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各条
战线上，过着幸福的新生活。

（禹长贵，北塔区卫健局
四级调研员）

奶奶的心愿
禹长贵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冰棒大都是用水、白
糖、绿豆和牛奶等冷冻而成的，有好几个品种，
如白糖冰棒3分钱、绿豆冰棒4分钱、奶油冰棒
5分钱。那时候，冰棒产量供不应求，有些人就
干起了流动卖棒冰的营生。

摊贩的木制冰棒箱，外面刷上油漆，写上
“冰棒”两字；左右两边系上背带，这样就可以把
冰棒箱背在肩上。箱子的内壁贴上泡沫，还垫上
一层棉被起保温隔热作用。还有一种类似开水
瓶的金属瓶，比较轻便，每个瓶里也能装二十几
根冰棒。

卖冰棒的摊贩选择人流量大的地方，走街
串户一路叫卖。他们有的把冰棒箱背在肩上，有
的放在手推车上，有的绑在自行车的架子上。卖
冰棒的行当比较辛苦，他们迎着火辣辣的太阳
跑得汗流浃背，喊得喉咙沙哑，赚点辛苦钱。

那时候生活条件差，大人一般舍不得买冰棒
吃。小孩子闹着得到一根冰棒后，非常珍惜，捧在
手里，含在嘴里，用舌头慢慢舔。随着经济的发
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冰箱等制冷设备早已
进入了千家万户，且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冰棒品种
很多，背着箱子卖冰棒的老行当已经消失了。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卖 冰 棒
唐文林 王艳萍

◆湖湘三百六十行

荣小平是我师傅周胜的好友。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初认识他时，他是邵东广播电视局
的副局长兼电视台台长。荣小平祖籍黑龙江，
父亲是南下老干部，母亲是湖南常德人。他当
过兵，做过记者、编辑、律师、副乡长，是邵阳
市首届优秀青年记者、邵阳市广电系统十佳
记者，也是邵阳市中国广播电视奖和省广播
电视奖零的突破者。湖南电视台还以“能人荣
小平”为题对他做过专题报道，全面介绍了他
在工作上取得的业绩和他丰富多彩的业余爱
好。对当时从事新闻工作不久的我来说，内心
对他的那份敬重自不必言说。

1996 年，我跟随师傅周胜到邵东某单位
采访，荣小平抽身陪同。当我们快到目的地
时，只见马路旁围着一大堆人。出于职业敏
感，我们也挤了过去。一了解原来是一位骑自
行车的小青年撞了一位买菜的妇女，那青年
不仅不陪被撞的妇女去医院看伤，相反还恶
骂妇女瞎了眼。妇女被撞又被骂，自然心不
甘，便一直拖着那青年的自行车不放。我们挤
过去时，男青年正强行推着自行车拖着妇女
往公路上走。围观的人没一个上前制止。我正
在想此事该不该管时，只听荣小平大吼一声

“住手”。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他已将那男青
年制服在了地上。随后，他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民警把两人带走后，他才又和我们笑呵呵
地去那单位采访了，仿佛前面的事根本就没

发生过一样。记得我当时问师傅周胜，荣台长
出手那么快，也不怕对方反击，为什么？周胜
笑着回答我，人家可是武警出身的哟。

当年，湖南电视台有两位当红女主持人，
其中一位是我们邵阳妹子金晓琳，也是荣小
平的朋友。金晓琳是位朴素本分的女孩，不张
扬也不善于包装自己。当他得知金晓琳还从
未在媒体上做过个人宣传，便让我和他一道
到长沙采访了金晓琳，并由我起草写了一篇
报道，发表在《湖南广播电视报》等媒体上。整
个文章从采写到修改他都十分认真，就连一
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由此足以见他对朋友
的忠诚、对工作的认真和处事的细腻。

2003 年，荣小平调到邵阳市人民政府驻
京办工作，加之我师傅周胜英年早逝，我与荣
小平便再没有了接触，也很少听到他的消息。
去年偶尔打开抖音，看到一个名为“老P的悠
闲生活”的抖音号。打开一看，发现是荣小平
的抖音，自然点了关注，并将其视频从头到尾
认真地看了一个遍。看了荣小平的抖音，我完
全没有想到他现在过得如此精彩、如此快乐。
他的抖音上记录的全是他的退休生活，上面
有他玩小提琴、二胡、钢琴、口琴、笛子、洞箫
等好多乐器的视频，有他画画的视频，有他帮
人修理电唱机、钟表等各类物件的视频，有他
自导自拍的小电影……总之，他的抖音就像
个万花筒，让你眼花缭乱。我以前只知道他独

创了一种钢笔画，上过湖南电视台和中央电
视台，还被香港《艺术》杂志介绍。但确实不知
道他懂得这么多，还会这么多。

在抖音上，我给荣小平发了私信，并约好
去拜访他。荣小平是重感情的人，他用一个上
午的时间接待了我这久未谋面的朋友。

一个上午的交谈，让我对荣小平有了更
深层次的了解。在交谈中，荣小平向我引用了
下面一段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段话出自

《左传》。荣小平说，这段话其实就是教导我们
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年少时，首要的是学习
和培养好自己的品德与才华，让自己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自己成为一个德才
兼备的人；中青年时爱岗敬业、努立工作，在
自己的领域里多建功立业，取得好成绩……
他告诉我，退下来后，他服从组织安排，一直
担任着一些职务，并经常组织老同志们开展
一些有益的活动。闲暇时有年轻人找他聊天
探讨人生，他也会把自己积累的人生经验、教
训及感悟毫不保留地告诉对方。交谈中，荣小
平还给我看了他写的一段人生感悟：“造势不
亢，借势寻良，顺势不纵，守势知足。”这也许
就是他在一生工作中所得出的最好总结。

这次对荣小平的拜会，使我受益匪浅，内
心也更加敬重他的人品、佩服他的才华，因为
他是一个睿智且一生活得通透的人。

重 逢 荣 小 平
宁 煜

一床印有“龙凤牡丹”
的蓝印花被，陪伴我读完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
1962 年在中共冷水江市委
工作的我投笔从戎到福建
前线，才把这床蓝印花被寄
回老家。她陪伴我 16 年，虽
然求学的道路很艰辛，但有
她的陪伴我感到幸福；虽然
远离父母感到孤独，但有她
的陪伴我感到快乐。离开这
床蓝印花被60多年了，我还
经常想起她。

蓝印花布被子是怎么生
产出来的呢？原来我认为是
邵阳市大织染厂的产品，直
到这次重阳节，我才知道，蓝
印花布就是我的故乡邵阳县
的小作坊生产出来的。

原来的农村小作坊，现
在变成了湖南蓝印文化发
展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邵阳
蓝印花布”保护、传承、创
新、研发、生产为一体的民
营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投资2.2亿元。其产品有
蓝印花布服饰、居家饰品、
文创产品、工艺品等，深受
国内外顾客喜爱。

邵阳蓝印花布有了优
秀的传承人，她名叫罗沙

沙，生于 1988 年 3 月，2011
年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设
计系毕业，又在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和
复旦大学等高校进修过服
装设计。她放弃了在外面的
优越工作回乡创业，现在担
任蓝印文化发展公司总经
理，曾荣获湖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和湖南省巾帼建功标
兵等多项荣誉称号。

为什么人们特别喜欢邵
阳蓝印花布呢？从它的生产
工艺流程就可以知道个大
概。首先，制作邵阳蓝印花布
的染料蓝靛是纯天然的。每
年夏秋采收蓝草茎叶，放入
缸内水浸，至叶子茎条脱落，
捞出残渣，加入石灰搅拌，至
浸液由乌绿色转为深蓝色
时，晒干即成。其次，邵阳蓝
印花布的图案纹样设计都是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图案
纹样大都取材于民间故事、
戏剧人物、自然生态等，尽显
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和
淳朴的天然之美。此外，雕刻
印版也全是手工的。这样纯
天然的物品，得到老百姓的
喜爱就不意外了。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蓝印花布
伍想德

◆六岭杂谈

◆岁月回眸

◆宝庆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