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渠巧碗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结婚摆宴席，生孩
子摆宴席，丧事摆宴席，“吃”是最主要的。 我
们郸城县秋渠乡摆宴席最有特色的是巧碗，
大家都称秋渠巧碗最有味道。

前几年，摆宴席多是请做菜的老师儿开
菜谱，主人依据菜谱买菜，再请做饭的老师
儿到家里做。 秋渠老师儿做菜有几个特点，
一是以节俭为主，不浪费，客人正好吃完、吃
饱；二是味道纯正，令人回味，一般客人会边
吃边说，这老师儿手艺不错；三是调料好，醋
真、香油真、胡椒多，凉菜放入味精，热汤调
入鸡精；四是一两个老师儿自己切菜，不需
要帮手，主人家的七大姑八大姨表叔二大爷
靠边站；五是按桌收费，不拿主人送的礼品。

秋渠的做菜老师儿中做得最好吃的，当
数“炮筒”，他姓张，最坚持原则，名声好，名
气大。 我结婚时就专门请他，他派他女儿来
我家做的菜，巾帼不让须眉，他女儿继承了
他的优点。 有名的老师儿还有“■儿”，我同
事的舅舅。 再有玉祥，他做的鸡蓉汤是一绝。
黄家酒楼的成志手艺也不一般，志彬饭店的
老板于志彬手艺也不错，饭店越开越大。

前几年我们村办事摆宴席，很多人打电
话给我，让我帮他们找老师儿。 一般得提前
半年订单， 特别是在重大节日或年关摆宴
席，还要更早一些，甚至得找和老师儿关系

好的人说和才能订，可见秋渠做菜老师儿的
影响力、秋渠巧碗的影响力。

郸城县城有用“秋渠巧碗”命名的饭店，
其实饭店的巧碗远不如摆宴席的巧碗味道

好。 秋渠巧碗关键在于高汤，鸡肉猪肉骨头
放在大锅里熬上几个小时，汤浓、白、香。 巧
碗有肚丝巧碗、肉丝巧碗、鸡丝巧碗、鸡蛋清
巧碗、菌类巧碗、肉丸巧碗、鞭花巧碗、元鱼
巧碗等。 中国女排主力朱婷成名后，记者到
秋渠朱婷家采访， 专程到饭店品尝秋渠巧
碗，赞不绝口。

最近两年，流行下乡包桌了，下乡包桌
就是主人只付款，买菜、择菜和端盘不需要
主人过问。 秋渠老师儿做的菜新鲜可口，每
每光盘，为主人节约。 但是，主人的表叔二大
爷七大姑八大姨却议论开来： 虽然味道好，
但钱这么多也不剩下菜， 秋渠老师儿真抠
儿，做的菜量少。 与此同时，周边的乡镇包桌
也盛行开来，他们主打“便宜实惠”牌。 我参
加了几家亲戚的宴席， 发现吃一半剩一半，
菜量多但是不新鲜。 一边味道差，一边新鲜
可口；一边浪费，一边节俭……呜呼，秋渠巧
碗，这或许就是你的品格！

秋渠巧碗，这一方水土，有你，真好！
（刘中华 郸城秋渠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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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孩孩子子铺铺就就七七彩彩之之路路
������3 月 14 日下午放学后，老师和学生陆续
回家了， 我骑电动车去外校拿一份教学材
料。 刚走到汉阳路，不知怎么回事，我忽然觉
得头晕，从车上摔了下来。 等我醒来时身边
已围了一圈人，一位大哥对我说：“你怎么摔
倒了？头上流了好多血，赶紧捂着。给你叫过
救护车了，你家人的电话是多少？ ”刚说完老
公的电话号码，我又疼得晕了过去。 我再次
醒来，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老公说我头上
流了好多血，缝了 7 针。 躺在病床上，看着天
花板和吊瓶，我心里既急切又生气。 想着很
多工作还没完成， 我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
告，三天后就出了院。 在家里又休息了两天，
我就回到了学校，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教育是一种职责，它是我们的工作，但
更需要我们用爱心和良心去完成。 ”我始终
牢记并践行着自己心中的这句话。

1996 年那个夏花盛开的季节，我怀着洁
白的梦想，踌躇满志地走上了小学教师的工
作岗位。 站在三尺讲台上，望着一双双稚嫩
的眼睛，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教师职业的神圣
和责任的重大， 决心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
为孩子们的明天铺一条七彩之路。

工作是快乐的， 然而在前进的道路上，
总有一些坎坷。 我依然记得 12 年前，我母亲
得白血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 我既伤心又
心急，眼看就要开学了，如果要照顾母亲，自
己就得向学校请假。 后来家里人商量，让在
外打工的妹妹回来照顾母亲。 在母亲住院治
疗的 5 年时间里，我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
耽误学生一节课，只是利用节假日和星期天
去照顾和看望母亲。 在自己的努力下，我所
带的班级每次参加区教研室的学情调研测

试，都会夺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2017 年初，在我产假还剩一个多月的时

候，学校打电话问我能不能上班，我想既然
领导问了，肯定是工作需要，况且家中有母
亲照顾孩子，便立即回到学校，投入紧张的
工作中。 天有不测风云，10 月份，不到 70 岁
的母亲又患病了，一检查是肺癌晚期，我感
觉天都要塌了。 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父亲
每天陪着母亲看病、化疗。 后来确实没办法
了，父亲又让在天津打工的二妹回来照顾母
亲，他们也顺便把我刚满周岁的儿子带回老
家照看，让我安心工作。 虽然我白天工作忙，
可一到晚上，满脑子尽是儿子的笑容和母亲
的身影。

有选择就要有追求。 20 多年来，我认真
追求着自己的教育梦想，孜孜不倦、任劳任
怨地工作，不管是在教学上还是在班级管理
上，都严肃认真、精益求精。 人们常说有付出
就有收获，这期间我也晋升为中小学高级教
师，获得了各项应有的荣誉。

前两年，学校领导给我安排了教务主任
的职务，不容推托。 我想，让我抓教学，我要
做得更好。 因此我工作更加勤勉，加班加点，
与老师们一起研究、钻研，努力工作。 我校在
市里也先后获得多项荣誉。

对于工作，我不求惊天动地，但求脚踏
实地；不求涓流回报，但求青春无悔！ 自己的
奉献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却是
用辛勤和努力， 去教育和感化一颗颗童心；
用自己的平凡与执着，去照亮一片清纯的天
地。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愿用爱坚守，不忘初
心，为让祖国的花朵更加鲜艳而努力。

（王艳 周口六一路小学）

聚首在
同一片天空下
������五年前怀揣着教育的梦想踏上了
这片土地，抬头望天，几朵白云映衬着
蔚蓝天空，多了几分诗情画意。 踮着脚
尖用手勾勒出白云的轮廓，张开怀抱 ，
享受当下似有若无的美好憧憬，想象着
所有希望的种子将在这里撒下，收获的
季节一定美极了。

由于对教师这个神圣职业的向往，
每个晨曦的画布仿佛都笼罩着恬静的

气味，令人心旷神怡。 儿时一幕幕虚拟
的教学场景一次次被还原成现实，内心
除了兴奋，更多的是惊喜和感动。

初入学时惴惴不安的孩童如今俨

然一副大家长的模样，帮助学弟学妹解
决各种疑难问题，协助老师处理“千头
万绪”，不得不说，他们的成长见证了和
我一样生活在这片天空、耕耘在这片土
地的教师们的辛劳。 因为有他们的陪
伴，我充实且快乐。

耳畔不断响着“老师，你好”的清脆
童音，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进
入校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面对一双双
求知的眼睛，我更加确信昨日通宵达旦
备课是多么值得。“老师，我摔倒了！”惊
慌失措的声音背后定是隐藏了种种原

因， 我细心照料中夹杂着安慰的话语；
“老师，他们俩打架了！ ”重复上映的场
景以不同的台词反复彩排，来不及喝下
放凉的茶水， 又要用沙哑的声音劝说；
“老师，我的东西丢了！ ”纵使拖着刚上
完几节课疲惫的身躯，切换模式也会瞬
间开启， 将自己化身为福尔摩斯；“老
师，让您费心了！”随着最后一位交谈的
家长拉着孩子渐行渐远， 映着晚霞，我
也安心地启程回家……所有的这些不
仅仅是因为我身为人师的身份，更多的
是发自内心的爱与责任。

相信很多教师和我一样，每天除了
已定的教学任务，同时经历着繁多琐碎
的事情，但是正是这样一些琐事，让我
更加了解自己、了解孩子，离孩子更近，
离教育事业更近。

初为人师时，以为上好一堂课就万
事大吉了，站在班主任的工作岗位上才
慢慢发现，仅仅教给学生知识是远远不
够的，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五年的教学生涯，让我养成了“忆
苦思甜”的习惯。我记得这些“苦”：为身
患重病的学生担心，为一个父母离异的
“问题学生”心痛，为一个不善言辞、不
喜交际的学生着急， 为学生的无心向
学、终日昏沉而忧心……我也时常想起
这些 “甜”： 为学生的多才多艺赞不绝
口，为学生取得各种成绩和奖励感到骄
傲，为学生的不断成长感到欣慰……这
些“苦”和“甜”也常常能激励我在工作
中继续前行。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送走
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迎来了一届又一届
的孩子，在这迎来送往的过程中，变了
的是时间，不变的是这片天空、这方土
地，以及同我一样因热爱教育事业而一
直默默奉献着的教师们。因为当初的选
择，我们聚首在同一片天空下。 面对工
作，让我们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宽容，面
对孩子，让我们少一些急躁，多一些耐
心，携起手来，让头上这片天空更加明
净！

（张满 周口七一路二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