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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三天，湖垸汪洋一片，五天不排渍，
全员抢大险。”这句话真实地道出了2000年
前，水乡监利的实情。水资源是其优势，同时
也是祸害。

当然，现在好了，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
和长江堤防的整险加固，基本消除了千年水
患。湖乡百姓以水兴农，变水害为水利，可以
大做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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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龙虾第一县（市）监利，每当春
暖花开之时，小龙虾就大量上市了。主城区
大小餐馆、商超，甚至街角摊位，推车叫卖，餐
桌上火火的各式虾菜，食客如云。

街头巷尾，爬上餐台的小龙虾，穿着深红
的外衣，飘来麻辣鲜香的味道，弥散在空气
里。勾引得食客垂涎欲滴，口水直流。

说到小龙虾，那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中
晚期谈起。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外来物种是
被食客们不屑的。湖乡人的确爱钓虾，喜啖
虾，更欢喜虾的形体和美感，可那都是爱的本
土河虾。

少儿们每每垂钓，钩上几只河虾，高兴不
已，养在水桶或亮玻璃缸中，怎么着也得玩上
一星期，或者半月。

本地人吃河虾，也好花样翻新，每日不重
样，换个口味尝鲜。有煮虾、蒸虾、煎虾、鲊胡
椒糊米虾（也称糠虾），也有将虾干煎焦后，用
调料酱水烹之，下酒佐餐两相宜。

但这龙虾，湖乡人一般不食。话说穿了，
只因湖区鱼虾多，都吃不过来，还没考虑吃食
这外来物种。过去百姓称龙虾，谓之贱物。

改革开放前期，这贱物却在湖乡繁殖，大
行其道，逐步挤占本地河虾的领地。它食杂
广不择空间，啥地方都能生存，只要有水就能
生长。

这外来物种也很是害人，特喜在水沟田
埂栖居，常破坏沟埂，到田界边打洞，农民伯
伯称其“拱界虫”。

本土河湖虾类，那应算高贵一族了。那
时，监利地方天蓝水净，物产丰饶。野生鱼虾
量大质优，人们吃水产品有得选择。

本地野生水产品，特择水质，如水面稍有
污染，本地土虾是不能生存的。这样一来，上
市水产品产量一落再落。这外来户则瞄准空
档，快速登场。因其生长周期短，繁殖力强，
成虾一般二至三月，在湖乡水族中唱了主
角。不经意间，小龙虾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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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开始有
百姓吃龙虾，无非是红烧煮食或煎虾球，吃法
较单一。在民间，因龙虾较之湖虾壳重肉糙，
那也没多少人喜吃。

后来，有些餐馆开始售龙虾菜肴。在增
加烹制技艺，加一些调味料后，虾味为之一
变。人们突然觉得，此物还有美味的一面。

熟悉和尝过虾鲜之后，百姓逐渐认可和
接受了这一外来物种。于是，龙虾成了餐馆
菜谱上的一道常规菜，但还远未成为主打菜。

小龙虾真正入正席，是在1995年上春之
后，“潜江五七油焖大虾”品牌一炮打响。小

龙虾从偏之一隅，开始走上餐饮行业前台。
其实，潜江地方旱田多，水田少，龙虾资

源优势不如周边县市，大量龙虾都是在监利
湖乡收购的。资源秉赋虽弱，但潜江人却独
辟蹊径，苦心经营，创立了首个龙虾品牌，“潜
江五七油焖大虾”由此全国知名。

当潜江大虾闯入，监利人幡然醒悟，原来
小龙虾还可以做成大餐。

潜江人经营了多家油焖大虾店，把监利
餐饮市场搅腾得风生水起。对不速之客的到
来，监利餐饮人突然有了压力，狼来了。

他们自始学烹小龙虾，起步从潜江龙虾
店中“瞟、品、记”，领悟烹制的技巧。失败，尝
试，再失败，再尝试。龙虾烹饪市场强手如
林，不服周的监利人倔犟和韧劲上来，终于挤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忽如一夜春风来”，从1997年春开始，
监利城乡大街小巷，餐馆酒店都有了本土小
龙虾类菜肴。

虽烹制龙虾菜稍晚，监利人却聪明，菜品
大胆创新，以材鲜、味特、品优站稳本土市
场。除了各乡镇的龙虾销售量大，家常和餐
馆用虾多外，据不完全统计，仅主城区经营龙
虾菜肴的店面近300家，全市百姓日啖龙虾
20万公斤以上。

早期进入监利市场的潜江人，开的龙虾
系列餐馆，生意火爆。可到了2010年之后，
监利本土的龙虾店弯道超越，重新扳回了市
场，唱了主角。不仅优化了油焖大虾菜，还研
究创新了系列小龙虾菜品。

如清蒸、农夫卤、蒜蓉、麻辣、功夫醉、爆
虾等等，其中清蒸、农夫卤、爆虾、功夫醉已走
出县境，向外传播龙虾饮食文化，形成鲜明监
利特色。

餐饮业的龙虾菜品风向标，渐被监利人
掌控。如今，在监利打潜江龙虾店牌的，已不
到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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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虽繁殖快，但食者众，百姓在大快
朵颐之时，龙虾却时常缺货。也确实不够吃，
无论它生长多快，总解决不了烹调之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农户开始
养殖小龙虾，尝试在池塘，精养池中小打小
闹。也搞些单纯饲养，但并未形成规模。

这个龙虾虽小，说它撑起了一个产业链，
并不为过，江苏等地龙虾产业规模强大，已走
在全国的前头。

水乡监利既有资源优势，又有人力市场，
小龙虾产业理应出人头地，不做强做大，那是
愧对这块土地和父老乡亲。于是，政府有了
压力，出面请农大的教授，来湖乡谋划小龙虾
养殖和产业规划。

以往单纯靠自然放养，龙虾养殖规模小，
收入薄，没产量。农大教授下到田间地头后，
给农民们现场讲课，传授养虾技术，搞虾稻连
作。早期农户们并不领情，为啥，他们并没有
把小龙虾养殖作为支柱产业来对待，只是小
打小闹，把它作储钱罐，换个油盐钱。

后来，农大专家走村串乡，入户调查，抽
调若干村组做调查统计，看到底有多少户不
愿搞虾稻连作。结果是60％农户不愿搞规

模种养。
面对这样的情况，专家们与地方政府组

成特色种养殖工作组，沉入村组，认真宣讲。
他们挖回形池搞虾稻连作，并亲自示范，把书
本知识写到了田野上。专家还做通部分村组
的工作，垫付资金做全村或全组规模种养试
验，虾子亏了由专家承担，赚了钱归农户，专
家只收回成本。

结果，试验村组农户种养的虾子和稻谷
均大获丰收，虾子产量对比自然放养翻了三
番多，稻谷产量未减，米质口感大幅提升。

农户这才真看清了，虾稻精养就是不一
样，原先搞放养，浪费了田亩与水域不说，人
也吃力，又没增加多少收入。现今在湖田搞
起了虾稻连作，挖回形池进行套养，一举两
得。这等于手里抓了两条鲶鱼，双丰收，何乐
而不为呢。

虾稻田有了龙虾，它的排泄物可改善湖
土，增加肥力。稻田里的有机物，浮游生物
多，龙虾食后长得个大、壮实产量高，而且稻
子品质好。

其实，在我们监利，稻田原本就是湖垸。
湖土只适合养殖水产品，以往盲目的围垦后，
种植的稻子并没多少优质稻。

虾稻连作后，加快了稻谷的品质提档升
级，米质口感有了稳定。监利大米的优良率，
向前跨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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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从规模养殖小龙
虾开始，湖乡监利慢慢走上了产供销一条龙
的路子。

田间地头、市场摊点，龙虾经纪人大行其
道。有了这个中间环节，龙虾产业的首末端
有了桥梁和纽带。

收购农产品和水产品的经营户，在监利
民间旧称“二道贩子”。这些农副产品经纪
人，走村串户下湖乡收购，大都能吃苦、耐寂
寞、嘴巴活络。

他们把农户散养的龙虾集中收上来，然后
销往全国各地。监利龙虾产品基本覆盖了大
半个中国，全国每十只小龙虾其中一只属监
利。销售小龙虾产品，这些经纪人功不可没。

据官方资料显示，监利龙虾产销量连续
11年连冠，领跑全国龙虾市场。除了“二道
贩子”下乡下湖收购龙虾外，监利还设有集中
方便农户、市民购销龙虾的网点。

如主城区的华中农商城、朱河中国虾仓
小龙虾交易市场、新沟大市场、尺八菜市场、
黄歇大兴市场等等。这些收购网点除了方便
农户卖虾，同时，也便于餐饮业主和居民定点
选购龙虾。这些集中的购销网点由于货品直
供、正宗、新鲜、品种丰富多样，而大受居民追
捧与餐饮业主的欢迎。

在广大的监利农村，有市场做依托，还不
足以完全铺展龙虾购销渠道。因为湖乡龙虾
产量太大，市场购销网点，不能完全满足收购
与销售需求。

于是，乡镇相应出现了诸多产销面对面，
马路龙虾直销摊点。最为热闹且经营活跃的
是红南桥龙虾马路市场和监北周沟马路市场。

龙虾马路市场，从晚八点半陆续摆摊成

市，到次日凌晨五点多结束。农户们将起获
上来的龙虾，用网兜摆放在路边，等待“二
道贩子”和客户来选购。装小龙虾的网兜
依路边铺开，绵延数里。如周沟龙虾马路
市场，从滩河口大桥一直延伸到县属周沟粮
库，摆成了一条三公里的长龙，熙攘热闹，气
势非凡。

马路边，收龙虾的“二道贩子”来了，餐馆
老板也来了，寻常百姓家也爱到此逛逛，瞄准
看好，兴许能拣个便宜货。买卖双方一见面，
在价格上总左缠右磨，讨价还价。

俗话说：“辛苦讨来快活吃。”农家求价往
上走，图卖个好彩头，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以利再战。“二道贩子”则将价压了又压，因购
的量大，不是货比三家，就是看品相、比成色，
无非是收购之后，出手好销不蚀本，能赚个好
价钱。

若是当家人购虾，那还好说，无非三五
斤，最多也就七八斤，量少不会与卖家磨牙，
看中后买了就走，很少有还价的。那大中型
餐馆和小型餐饮业主选购就不一样了，他们
要的量较大，除看虾较过细外，还挑拣个大、
剔除小虾和晕虾（不新鲜的虾子），闹得卖家
心烦，说我的虾子不卖了。听到卖家这样说，
餐馆老板开腔了，别这样，满市场的龙虾，多
得用脚踢，你不准选，人家有让拣择的，东方
不亮，有西方。买家丢了拣选好的龙虾，跑到
另外的摊位去了。

“鸡蛋里挑骨头”也好，磨破嘴皮也罢，最
终落脚还是买卖要成交。乡里乡亲见面，老
顾客、老东道几乎天天要打交道，姑舅表亲、
本家小爷、姨父、亲舅爷到此都不好使。这经
济社会，亲情人情再浓，感情再深，也是要以
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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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龙虾虽产量高，养殖面积大，但与周
边县市比，龙虾产业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拳
头。龙虾产业创品牌，做大做强，还有很长的
路好走。

产业宣传造势，除了政府与民间合力鼓
动外，还要精心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做出有
别于其它地区的龙虾产品，推出本土扛鼎之
作，不输在起跑线上。

好在这些年来，政府着力推动龙虾产业
发展，宣传力度之大，抓产业项目之深都是多
年来少见的。而且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监利
龙虾节，有力促进了地方特色水产品上水平
上台阶。为农民增收，办了实事，办了好事，
不愧是受百姓称赞的德政工程。

小龙虾节的举办，宣传和扩大了监利龙
虾的知名度与产品美誉度。但大手笔规划还
欠圆满，大气魄还需补短板，需全方位实施培
育精养与深加工工程。

精准打造大龙虾食品名牌，仍是监利小
龙虾产品，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水乡养殖事业大，龙虾发展第一桩。小
龙虾是个前景光明的产业，水域广大，河网纵
横，是监利发展龙虾的优势所在。

监利暂让邻居好，待到来年拔头筹。希
望水乡监利早日成为小龙虾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和小龙虾产业领军者，不负盛名。

虾行江湖
□ 徐 进

十年前，堂妹春霞一家人，在我们家乡的
芦苇洲承包水田，她经常邀约我去那里玩耍。

有一次，春霞俩夫妇利用国庆小长假期
间，在县城大市场卖完鳝鱼，顺路接我和他俩
一道，去了一趟芦苇洲。

我们到达洲上的时候，正好赶上吃晌午
饭，堂妹的母亲舒贞婶、贞婶的父亲黄太公，
还有回家休假的侄儿侄女，共同张罗了丰盛
的午餐，说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

一起用餐的时候，发现太公一改往日“逢
上桌吃饭必端酒杯”的习惯，此刻，居然没有
喝酒，也不怎么动筷子，而且，时不时捂着嘴，
背对着餐台，难受似的咳嗽几声。贞婶告诉
我，太公今年84岁了，平时抽烟喝酒量大，哮
喘顽疾不见好转，反而病情越来越严重，这
不，为了他老人家的身体着想，这几天，我不
允许他老人家喝酒，他老人家吃饭就没有“胃
口”了呗……

晌午饭后，太公提议，教我们几个晚辈酿
桂花酒。堂妹和几个侄儿乐呵呵地对太公

说：“太公，遵命！您一定是肚子里的酒虫在
作怪，实在是想酒馋酒了吧”然后，打趣般的
欢笑声、逗乐声，绕着整间屋子转悠着，直至
洒满心田。

太公带领我们进入房屋后厢的篷房里，
那里很宽敞，八仙桌上，摆满了各色各款的瓶
瓶罐罐，当午后的阳光洒落下来的时候，伴
随着从室外飘荡进来的芦苇花香，整个空
间，弥漫出欢馨愉悦的味道。笑容满面的太
公一边用手指着八仙桌上的那些瓶瓶罐罐，
一边在桌子下面的木箱中，取出一大袋桂花
干，对我们说：“采摘桂花，最好选择雨后，桂
花被雨水冲刷干净了，出太阳再摘的桂花比
较干净。挑好放在阴凉处阴干后贮存，便可
以备用酿酒。”

选择白酒，最好是50度清香型白酒。令
桂花的香气入味；反之，如果选择浓香型、酱
香型白酒，这类品种，大多数是以大曲工艺酿
造，本身就自带独特的酒香，便无法突出桂花
的香味。

接下来，我们五位晚辈，按照太公交代的
任务，并按照他老人家教给我们的“酿酒秘
方”：桂花干100克、冰糖粉200克、枸杞25
克、白酒2斤。

每人各自酿制二斤桂花酒，待农历过小
年的时候，大家再在一起聚餐，将开启酒罐，
大家一起品尝。算作是，由他老人家带领大
伙儿，亲自验收桂花酒的质量。

到了傍晚，也就是3个小时后，当我们见
到，每一个钵子里，所有的冰糖粉悉数融化、
匀称地附着在着好像膨胀了的桂花干上。然
后赶紧地，将玻璃瓶消毒，倒入腌制好的桂
花，加入枸杞，倒入白酒。待桂花全部在酒罐
内沉底后，才关上瓶盖。而且，各自在瓶盖
处，用标签纸写上各自的姓名。方便太公验
酒。值得格外留意的是：如果桂花浮在酒罐
上面，泡不到酒的桂花，就会变质，那么，这坛
酒，应该会“报废”。

晚饭过后，春霞亲自开车送我回家时，
太公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酿制的桂花

酒，我每天早上，会帮你把酒罐摇一摇，主要
是为了更好的融合和萃取，一周后就可以不
用管了；静置在阴凉处，3个月后可以喝。到
时候，桂花酒酿好后，我让春霞去接你来一
起过小年。”

一杯桂酒入嘴去，两朵桃花脸上来。
这是“过小年”时，大家在一起围拢聚餐
时，品尝美酒时的场景。当时，我听到太
公对我的夸赞：仲伢子酿的桂花洒，又清
又甜，香喷喷哩。

当我听到太公的褒奖，似乎有着“受宠
若惊”的幸福感。随即，礼貌式起身，以恭
恭敬敬的姿态，向太公敬酒。太公微微一
笑，他那古铜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而
且，每一道皱纹里，都似乎展露着一丝丝
红润，且泛着红光，显得格外快乐知足，也
显得更加慈祥。

而我，就像伫立在打水的河边观景一样，
当河面激起欢乐的浪花，我的心情，也像浪花
一样欢腾。

太公说，我酿的桂花酒很甜
□ 邓 仲

六个指甲
□ 季 湘

【题记】
绍兴籍大作家周树人君在其创作的众多小说中，每

次“推出”一个人物，往往不是取一个人作为原型，而是采
取八九个人的特点，加在这个“人物”身上。这样的话，既
避免了对号入座，亦可以完整地反映一个阶层人群的“样
貌”。我写这篇乡土故事，依然遵照这样的“规则”。下面
故事里的这个小人物，在社会上的各个角落都有，但为什
么写他呢？就是因为要拉出一个“反面教员”，让大家知
道什么是恶的极致。然后敬畏因果频，多行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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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知道的古人中，只有祝允明的右手有枝生手指
（也称为骈指），故自号枝山。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有一个
叫唐保，他的右手小拇指多长了一个小指，因此他的诨名
便是六个指甲（土音嘎），也称“六指人”。

六个指甲的父亲唐劳是生产队里专门放牛的，人送
外号“牛魔王”。他的母亲专门在村里给生产队薅草，赚
一点工分。他的上面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姐姐。好在穷
人家里兄妹团结，一家人的日子也勉强过得去。

1979年后，唐劳在村里开了糕点坊，四里八乡的乡亲
们都来这里用糯米换糕点，他很快赚了一笔钱。六个指
甲当时还小，常常拿了一块糕，站在门口吃，有时鼻涕滴
到糕点上，他还是吃下去了，也不知道是干净还是鏖糟。
他很看重教育，把他的孩子们都送去念书，念完初中，再
念高中、大学。老大顽劣，没念完高中就跑去跟人摆渡船
了。唐劳叫他学榨油他不干，只能任他去。

二姐念完大学去了县里的邮政局上班。三姐念完大
学找了一个江西人结婚，没过几天便离婚了。几年后，唐
劳搬运糯米，因太用力，闪了腰，一直卧床不起，糕点坊也
从此关门了。之后，一家的负担落在了老大的身上。六
个指甲很有出息，拿着大哥辛辛苦苦摆渡得来的钱，在山
西大同职业学校念完四年，找到重庆的一家摩托车配件
企业，从底层做起，一直到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他有心
计，在离职后，“挖走了”原企业的很多骨干，重新开了一
家公司。原来他在担任副总经理的时候，贪得无厌，接受
了很多商业贿赂，加上他掌握了摩托车配件的技术，因此
萌生了“单干”的想法。他还喜欢到处夸海口，说自己多
有本事，钱有多少云云。一些不谙世事的暴发户还真被
他给“唬住”了。

他的企业选在了某县的一个地势平坦的大村里，距
离高速公路入口很近。他鼻子上本有一颗大黑痣，在他
发达之后，痣长成了一个小肉球，周边还有几根短毛。他
没事便喜欢用手去摸，有时感觉“有碍观瞻”，想把它切
掉，医生告诉他可能会引发癌症，于是决定不切了。

几年之后，他通过“暗黑手段”在商场的运作，企业每
年的营销额超过了二个多亿。一天，家乡的干部、乡亲找
来，说是要他出钱支持一下家乡的扶贫事业、修桥修路等
等。他“哼”了一声，说自己忙，叫秘书拿出两千元打发了
事。家乡的人们知道他是一个铁公鸡后，纷纷骂他为富
不仁，不积善德。

只要高兴的时候，他还会亲一亲自己的那根多余的
小指。他知道大哥年岁大了，摆渡很费力，便亲自回家将
大哥接来了公司，安排他管理采购、基建等事情。大哥壮
如牛、黑如炭，眼睛花了后，还买了一副眼镜戴上了，看起
来没有一点斯文，而是凶神恶煞。大哥的妻子因病死了
几年了，一直没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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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指甲为什么如此尊重大哥呢？据他说是因为大
哥拿摆渡的钱给他交学费，他感激他一辈子，经常说：“没
有我大哥，就没有我的现在！”其实，大哥也有很多歪歪心
思，靠着采购、基建弄了不少油水。由于公司是六个指甲
与其他六个股东合伙开的，所以他睁一眼闭一只眼，让大
哥发发横财。

由于厂子里劳动强度大，还是两班倒，因此人员流失
非常严重。招工专员天天在街上贴牛皮小广告招人，就
算招到了人，那人在厂子里上了一天班便感叹：“这是魔
鬼工厂！”说完偷偷离开了。这样不稳定的工人队伍，怎
么会使企业做大做强呢？

六个指甲在厂里给工人开得伙食很差，米是陈糟
米，菜是烂叶子，厂里的重要岗位，全被他的亲戚朋友

“霸占”。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人陈阿发曾找他提前支
钱，他不干。六个指甲多次強迫工人加班，找理由扣他
们的工资。

他的“罪恶”行径，使工人们看清了他的嘴脸，在工作
上拖拖拉拉，拖延产品的工期。六个指甲眼看公司只能
勉强保持运转，根本不能增加产量，有些生气。一生气，
他鼻子上的肉球就会抖动，甚至于变黑。有一天，他的肉
球上流出了脓，还有点臭，连忙跑到医院去看。医院开了
一些消炎药，说没什么大问题，不要焦虑就行了。他用了
几天的药，感觉还是不舒服，坚持到医院做了一个小手
术。半个月后，他的财务总监告诉他：“老大已经联系不
上了。”六个指甲听闻此言，气得七窍生烟，急忙拨打大哥
的电话，打了十几次，那头只说是空号。第二天上午，他
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说他的大哥已溺水而亡。他眼睛一
黑，昏倒在了沙发上。正当他准备去机场的时候，当地环
保部门找来了，说经举报查证，他的企业没有按照国家法
律要求处理肥料，现在将要面临巨额罚款云云。

听到这些话，六个指甲慌了，给执法人员下跪，可是
没用。执法人员丢下罚单，转身走了。六个指甲躺在沙
发上，一句话也不想说，眉心的那个肉球越来越痒，又开
始流脓了。他真想把它割掉。此时，多余的那根小指也
痛了起来，似乎要断开。他跑出门去大叫，站在马路上却
被一辆装载水泥的大卡车撞死了……

这件惨事传到厂子里，很多工人拍手称庆，说这个黑
心老板死了好……有一个叫王三的人很开心，喝了一斤
白酒，骂了一夜。第二天连工钱也不要了，推开保安，拉
开大门，径直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从此再无这个魔鬼六指人。“老师，不要摔倒了！”一个孩子捡起地上
的拐杖递给老师。这位女教师摇晃着身子斜
靠着讲台坐下来，把那只包着纱布的左脚斜
放在凳子上，用响亮的声音给孩子们讲课。
这就是柘木小学数学老师熊梅子忍受着脚的
伤痛给孩子们上课的情景。

熊老师的为人一向保守，话语不多，只凭
良心做事，对学生相当负责。邻班的同事因
病请假，她代课两个星期，带两个班的数学，
从不马虎，任劳任怨。

生活中磕磕绊绊的事总在意外。三月
的一天，熊老师正站在凳子上收拾衣物不
料重重地摔下来，她感觉左脚沉沉地跺了
一下，疼痛难忍。后来脚板后跟起窝，淤血
肿胀。经医生诊断为粉碎性骨折。她不得
不去医院做手术。躺着进院的熊老师担心
着两个班的数学课，直到学校领导回了电
话，她才放心。顺利做完手术，医生给她做

了人造骨那样的脚垫，栓了钢钉，上了钢
板。叮嘱她住院好好休息。

作为一个教师，最怕耽误的是教学，最牵
挂的是孩子。好不容易在医院熬了两个星
期，在家休息了两天，熊老师就申请来上班
了。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学校领导一
再安慰劝说，要她好好养病。这哪是闹着玩
的呢？落下后遗症咋办？学校里也应该给予
一点关怀啊？再说这么多孩子不小心撞着她
怎办？好说歹说，她硬是拄着拐杖来了，从此
校园里就晃动着这位“双拐老师”的身影。清
晨，她爱人用电动车驮着她早早进了校园；课
间，她拄着双拐颤颤巍巍走进厕所；傍晚，爱
人又骑车驮着她最后一个走出校园。她常
说：“只要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有快乐，心里
舒坦！”

她认为孩子们即将要升三年级了，不
能耽误孩子的学习，不能给学校添麻烦，

脚伤不灵便还有双手，就拄双拐上课嘛。
这样一直坚持了60多天。她说，自己要凭
良心做事，学生是否学懂与自己的教育息
息相关。自脚伤以来，她没有落下一节
课，没有耽误一次作业，没有放过一个难
点。总是以慈爱和耐心亲近着每一个孩
子。有的孩子不听话，吵闹、做作业马虎，
熊老师就把他们喊到面前苦口婆心地教
育，让他们一一纠正，把落下的作业补上
来。以优带差，辅导转差。经常电话家
访，征求意见，改进教学。为了照管后面
的孩子，她不得不撑着讲台站一会。连续
两个多月的教学，身子疲惫，面容憔悴。
有家长见此情景，好言相劝：“熊老师，不
要这么犟了，身体要紧啦！”可她总是一笑
了之，家长的诚意更是坚定了她的信心。
脚伤不能下地，她不得不坐着侧着身子板
书。行动不便，学校领导取消了她的坐

班。但她对自己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上
课前、午间休息、放学后，点滴时间都用来
备课改作业。双休日也要把作业和卷子带
回家。就凭着这种朴实的情感和极端负责
的精神，兢兢业业，顽强坚守。班上的教
学一直保持着与兄弟班级同步。

两个多月来，熊老师拄着双拐和孩子
们在一起，就餐时她生怕孩子们饿着，不时
地督查；午睡时，她生怕孩子们冻着，轻轻
地给孩子披好衣服。同学们亲昵地称呼她

“双拐妈妈”！
熊梅子，一个极为普通的老师，从教30

年来，不图名利，低调做人。教学上问心无
愧。同事认为她的本职工作尽心尽责，对学
校的事务也热心协助。她被评为柘木小学

“三八红旗手”，还荣获“优秀教师”“最美教
师”称号呢，孩子们捧着鲜花敬献这位“双拐
妈妈”！

“双拐教师”熊梅子 难舍三尺讲台情
□ 曾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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