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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 照 片 为 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 每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王建成 文/图

■教师节特别报道

【情怀】15副刊２０14年 9月 12日·星期五│本版编辑卢继延│美术编辑李媛│校对刘芳 张旭│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当今天有人问： 你最难忘的
老师是谁？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初中阶段的英语老师朱丽华。

尽管已过去30多年， 尽管已
历经无数老师， 但一直忘不了这
位在我心中无比崇高的老师。

记得那是1972年9月 ， 我刚
进闽北光泽县第一中学， 开学不
久的一天， 班主任带她走进课堂
来。 她当时约莫二十六七岁， 细
高挑的身材， 皮肤白润， 一头柔
发映衬着秀丽的瓜子脸， 鼻梁上
架着一副金边眼镜， 显得那么文
雅、 端庄、 高贵、 大方。 班主任
介绍说： “这是朱丽华老师， 以
后由她教你们英语。 朱老师是复
旦大学高材生， 来这里支援山区
教学的 ， 希望同学们上好她的
课 ！” “复旦大学高材生……”
同学们向她投去了肃敬而羡慕的
目光。

“同学们好 ！” 她站在讲台
上， 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 声音
甜美、 清脆， 带有一种女性的磁
性， 那么好听， 以至到今天我想
起她耳边仍回荡着这种声音。

从那时起， 她开始担任我们
班的英语老师。 同学们是第一次
开始接触英语， 都觉得很新奇，
有一种新鲜感。 她英语课教得很
好， 英语说得很流利， 一句一句
很动听。 上课时她深入浅出， 结
合实际， 与汉语对照， 并不断地
提问， 唤起了同学们的兴趣， 一
堂课上得热热闹闹， 大家都爱听
她上的英语课。 每堂课后她都布
置作业， 每次学生作业她改得都
很认真， 不是简单地写个 “阅”
字， 而是一句一句地改， 往往还
加上评语。 记得我第一学期的英
语作业簿上她就写有评语19条，
这些评语我现在还能一一记起。
有一次我作业没做好， 写得很潦
草， 错误也好多处， 她在评语中
写道： “这次作业不够认真， 你
的学习态度不该是这样！” 我看

了很惭愧， 马上静下心来重新把
作业做了一遍， 以后每次的作业
我都非常认真地做好。 还有一次
作业布置得比较难， 很多同学都
没做对， 而我却都做对了， 老师
在评语中这样写道： “你有学英
语的天赋 ， 从这次作业就能看
出， 希望你能够保持！” 当时我
很自豪， 拿给家人和同学看， 并
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她
对我的学习很关心， 一次我生病
几天没来 ， 英语落下了好几节
课。 来学校时， 她叫我下午放学
后到她办公室， 花了两个多小时
给我补上了这几节课的内容， 这
让我今天想起来都感动不已。 由
于她的用心教学， 在那个 “读书
无用论” 充斥校园的年代， 我们
班的学习却一直比较好， 特别是
英语成绩全校有名， 每次考试在
年段都是前一二名。 在初中两年
的时间， 我的英语大小考试至少
有二三十次 ， 但都没有低过97
分， 这是很难做到的， 也让我一
直引为自豪。

朱老师柔弱的外表却有着对
教学难以想象的执着， 她身体不
好， 记得好几次她上课上到一半
时 ， 突然手捂着胃部 ， 脸色苍
白 ， 细汗淋淋 ， 一副痛苦的模
样， 马上在椅子上坐下来。 过一
会儿， 她又接着讲课。 后来， 她
似乎身体更差了， 但每次都坚持
来上课， 而且是尽力上好课。

初中两年很快过去 （当时学
期为初中两年半）， 到了最后半
年， 学校响应上级号召， 开门办
学， 要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开始时每周上两三天课， 英语课
不到一节， 其它时间学工学农学
军活动 。 大家学习情绪受到影
响， 我看得出当时朱老师心情似
乎不好， 但那个年代又能说什么
呢？ 虽然她每次一样认真教课，
也一样布置作业， 但天天劳动和
活动， 学生们都没有心思上课，

学习成绩都在直线下降， 我也一
样学习松懈下来。 终于有一天，
她把我叫到老师办公室， 让我坐
下， 眼睛盯着我说： “你是一个
很好的学生， 你要读好书， 不要
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其它方面。 读
好书， 以后总会有用的！” 她当
时的话可谓是意味深长， 从镜片
中透过的眼神闪着亮光， 似乎充
满了期待， 我很感动， 但也很惭
愧， 不敢正视她的目光， 也不知
说什么好。

那个年代， 学生到学校读不
到书是普遍现象。 我确实知道她
是好话 ， 但也没有太在意她的
话。 后来到了高中， 朱老师再没
教我们， 但每次碰到我时还会关
心地问我学习情况， 鼓励我多读
点书。 高中学习几乎都是停课，
英语课已经取消。 我们到学校农
场学农一年， 吃住都在那里。 上
课一周结合农业知识一节课。 接
着学工半年， 学军又半年， 整个
高中两年时间就这样度过， 结束
了我的整个中学生涯。

毕业后， 我走上社会， 进了
工厂， 就没有看到朱老师。 后来
听说她和爱人回了上海， 再后来
听说她去美国定居， 以后就没听
到她的任何音讯。

时间一晃过去了30多年， 我
也从一个少年走到了人生的中老
年。 当我坐在家中的窗台下， 面
对着窗外的夕阳 ， 心中无限感
慨， 无限缅怀中学那段美好的读
书时光， 怀念那令我尊敬给我很
多鼓励的朱老师。 现在她大约也
60多岁了， 也许她不会想到当年
的学生现在还一直会想念她， 有
愧没有好好听她的话， 没有好好
地坚持读书， 错失了人生很多发
展的机会。 如今， 我也没有机会
向她当面道出我心中的愧疚与感
激之情， 只有真诚地向在大洋彼
岸的老师道一声： “谢谢您当年
的教诲， 祝您健康长寿！”

每当教师节来临之际， 我就
想到了一件往事———

1960年5月 ， 我在经历了10
年的戎马生涯后 ， 转业到了地
方， 被分配到武汉市武昌区教育
局秘书科工作。

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
整个社会的话题似乎都集中在
“吃” 上， 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搞
吃的， 红薯、 藕、 南瓜、 萝卜这
些平常人们看不上眼的杂粮、 蔬
菜此时都成了抢手货， 都成了许
多人家里的主粮 。 然而在教育
界， 由于一些老师都忠诚于教育
事业， 死抱着男27斤、 女26斤的
口粮坚守在讲台上， 所以许多教
师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 有的
还患上了肝炎、 浮肿、 妇科病，
还不时传来某某学校的某某老师
昏倒在讲台上的消息。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一
天， 局长找到我， 说要交给我一
个重要而艰巨的工作。 当我表示
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组织上交给
我的工作后， 局长从抽屉里拿出
一张 “特供证” 递给我说： “你
也知道 ， 当前我们的教师队伍
中 ， 出现了严重营养不良的状
况， 导致许多教师患上了各种疾
病， 为了保住这支队伍， 我向市
区政府申请了多次， 终于要到了
一张 ‘特供证’。 你的任务就是
办一个类似小型疗养所， 将一些
有疾病的老师分批安排到疗养所
休养， 这张特供证能到特定的部
门买鱼肉、 糯米、 红糖、 猪油等
这些营养品， 你一定要把好关，
让这些来之不易的营养品全部都
用在教师的疗养上。”

我听了， 既感到感动， 也觉
得光荣， 党和政府在这样困难的
情况下， 居然还能为教师们提供
“特供证 ”， 这是关心教育的体
现 ； 而我成了持 “特供证 ” 的
人， 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
我一定要服务好老师。

接下任务后， 我很快就找到
了一个独立的小院， 局领导又选
拔炊事员、 医生等相关人员， 组
成了工作班子。 随后， 局里也把
相关的经费拨了下来。 按局里规
定 ， 前来疗养的教师不需要交
钱， 只需交粮票就行。

一个月后， 疗养所开张了。
我开始每天拿着 “特供证” 到各
个特供点去购买鱼肉、 鸡蛋等营
养品， 送到疗养所食堂。

我持有一张 “特供证” 的消
息传开了， 我一时成了人人仰慕
的人物， 我走到哪里， 人们都对
我毕恭毕敬 ， 但我始终告诫自
己： 一定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的
信任， 一定要把好关， 不让这张
“特供证” 为个人谋利。 当亲友
们纷纷找到我， 希望我帮他们买
点 “特供食品” 时， 我都一口回
绝， 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有一天 ， 一位老战友找到
我， 说他的妻子怀孕了， 急需红
糖和鸡蛋， 要我帮他买一点。 我
说： “老战友啊， 我怎么能放弃
原则开后门呢？ 想想那些牺牲的
战友，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
么不能坚守和克服的呢！” 在我
的劝说下， 老战友想通了。 但为

了帮助老战友， 我将自己节余的
一点粮票 、 布票全给了他 。 结
果， 我因少了贴补， 只能每天靠
吃蒸藕、 萝卜汤度日。

有一天， 我去特供点购买排
骨时， 被告知没有新鲜排骨， 只
有卤排骨， 我只有接受。 当卤排
骨称好放到我面前时， 那香气熏
得我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实在挡不住那美味的诱惑， 就
以尝尝的理由吃了一小块。 当卤
排骨送到疗养所食堂时， 我叫管
理员来过秤 ， 结果明显少了一
点， 虽然管理员没说什么， 但我
心里特别尴尬， 我回到宿舍， 内
心自责， 古人云： 君子决不为五
斗米折腰， 不食嗟来之食也。 告
诫自己， 下次一定不要贪吃了，
一定不要为了一点吃食毁了自己
的清白和前程。

通过这件事， 我想到美味的
诱惑是不可小视的， 我开始更加
严格管理疗养所的食堂， 每一斤
食物做多少份 ， 可供应几位教
师 ,都计算得不差分毫 。 我还将
疗养所的工作人员集中单独吃
饭， 不占一点 “特供证” 的光。

在我严格的管理监督下， 疗
养所办得十分到位。 在疗养所疗
养的老师们经过一个月的营养补
充， 都恢复了颜面生机。 他们临
走时， 都会拉着我的手说： “感
谢党和政府关心我们， 我们回去
后一定会努力工作！”

通过在疗养所的这一段时间
的工作， 我自己也很受教育， 在
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 领导们
没有一个找我利用 “特供证” 为
他们购买食品， 这说明我们教育
上的领导都有好的优良作风。 另
外， 还有一些老师来疗养了几天
后， 就心里牵挂着学生， 说身体
好多了， 要求提前回校上讲台。

这些感人的事大大感化了
我， 我原来从部队要求转业到地
方， 是想考大学的， 但通过办疗
养所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我决定
放弃我原来的想法， 踏踏实实在
教育上干上一辈子。

一张饥饿年代的 “特供证”，
改变了许多教师的命运， 同时也
改变了我的命运。

朱老师，
谢谢您的教诲

一张饥饿年代的
教师特供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