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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园丁 记

编辑完本期校刊《春芽》的最后
一篇文章，已是黄昏。我走出校门，
马路上静悄悄的，霞光照在屋顶上，
明亮耀眼。

坡下，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正是麦
子生长的季节，到处是青青的麦苗。麦
田前面是一道道沟渠，里面一点水也没
有，长满了野草。这些不起眼的小草的
生命力是那样的旺盛和坚韧，让我不由
想起了在抗疫战场上克服各种困难与
病毒做顽强斗争的勇士们。

每当在新闻里看到那些在抗疫
前线不辞辛劳的身影，我在感动之
余，常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也应该做
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也应该
为大家做点贡献？这也成为我编本
期《春芽》的初衷。

《春芽》是我们学校自己的杂志。
前几年刚创刊时，领导重视，老师积
极，学生投稿踊跃，出刊很正常。后
来随着师生热情的下降，校领导的频
繁变动，《春芽》不再被提起，渐渐停
刊。今年寒假前，校领导又和我聊起
《春芽》，让我看看能否组织人编一
期。我很犹豫，因为我不敢确定能否
得到大家的支持，而且我担心自己是
否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但疫
情发生后，我改变了想法。看到各行
各业的人们在抗疫过程中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我在感动之余，决定编一
期高质量的《春芽》，让学生们在经历
宅家学习的枯燥日子后，能享受一次
自己参与“烹饪”的精神“盛宴”。

我先拟了一个征稿通知，怀着惴
惴不安的心情通过校园网络发给全

校师生。令我意外和感动的是，征稿
通知发出后没几天，稿件就开始像雪
花般涌进我的邮箱，而且有两位同事
主动表态愿意帮我审稿、排版。

稿件收到了，人员配齐了，下面
就该考虑如何给本期《春芽》定位和
选材了。我知道，一本高质量的杂
志，风格和主题是灵魂，必须围绕一
个中心，才会有特色。

那晚我倚在门上,一边思考着本
期《春芽》的主题，一边看着玉盘似的
月亮高挂天空。月亮又大又圆，我不
由想起了小时候的梦想。

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去月亮上看
看，不是去找嫦娥和玉兔，而是想去感
受一下月球上的引力是什么样。因为
当时教我的语文老师说，月球的引力
小得多，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在上面
能跳得很高，摔倒了也不疼，走路就像
腾云驾雾。老师的话我记在了心里，
决定当一个宇航员，有朝一日到月球
上去亲身体验一番，这也成为我小学、
中学努力学习的动力。后来我长大
了，知道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不可能
实现的梦想。于是我开始不停地阅读
关于月亮的文章，用自己的想象去感
受月亮的魅力。我也渐渐明白了，人
不可能去经历所有自己想经历的事
情。李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
曾经照古人。”和天地宇宙相比，我们
只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但我们可
以发挥想象，因为想象没有尽头。语
文老师帮我打开了一扇窗，激发了我
学习的动力和想象的力量。所以我一
直认为，最好的教育不是教学生多少

知识和道理，而是激发他们学习的兴
趣和求知的欲望，展开想象的翅膀，主
动去探求未知的世界。我要让他们看
到高山大海，看到日月星辰，看到沙漠
森林，让他们明白，生活绝不仅仅只是
眼前的枯燥与疲乏，还有美好的远方，
只要努力，就可能到达。

想到这些，我豁然开朗，将本期
《春芽》定位为：一扇知识的窗、智慧的
窗、心灵的窗，让学生在里面激发灵感，
交流思想，发挥想象，播下梦想的种子，
去追寻属于自己未来的诗与远方。

经过无数次遴选、修改、讨论，一
本崭新的《春芽》终于在今天编辑完
毕了。我心中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不过本期《春芽》也有个小小的
遗憾：“佳作欣赏”版块里，学生的文
章很多，而老师的文章太少。除了我
自己，只有一位老师的文章。

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不觉间，
天暗了下来。一阵风吹来，令我神清
气爽。在路的拐弯处，我看见斜坡上
凌乱的杂草间，有几株小野花，绽开
花瓣，在风中摇曳。

回到家，母亲告诉我，镇子西面
的检测站撤了，进出不需要通行证
了，而且听说许多地方检测站都撤
了，看来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我很开
心。是呀，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再难
的坎也能迈过去。就像那些小野花，
虽然生长在荒野里，但只要心中有梦
想，再贫瘠的环境也不能阻止它们绽
放花蕾。我愿我编的《春芽》，也能在
学生们心中种下一个美丽的梦想，等
待来年开出鲜艳的花朵。

我的“春芽”我的梦
■刘光兵

行人生 板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
和学习，孩子们也迎来了一
个史上超长的寒假。但疫情
无情，人有情。我作为盐城
市幼儿园的一名教师，和同
事们一起凝心聚力，唱响抗
疫复学三部曲，帮助幼儿安
全返园，其中的每一个瞬间
都令我难以忘怀。

居家隔离期间，我们推
出了“家园互动，温情连线”
系列活动。全园一线教师从
一开始就启动了网络教研模
式，以平行班组为单位，线下
搜集资料，线上集体研讨，制
订了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

“非常假期”线上课程，借助
微信公众平台、班级微信群
有针对性地推送优质教育
资源。

我们充分利用班级微信
群全面采集幼儿居家隔离、
健康状况等信息，对存疑家
庭采取点对点单独连线的方
式，认真了解情况，排查问
题，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及时
统计上报。疫情防控，人人
有责。为了提高家长居家隔
离自我保护的意识，我们充
分挖掘网络资源，吸引家长
参与，多渠道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一位热心的医生家
长，主动带着孩子一起录制
短视频，现身说法教孩子学
习如何洗手。我们在微信平
台推送了这段视频，大家纷
纷点赞。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计
划地分组对班级幼儿进行在
线家访，一对一沟通交流。
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孩子心
心相印，即便隔着屏幕也能
传递温情。我们细致地了解幼儿居家的一日
生活、学习安排等情况，给每一个幼儿建立家
庭访谈档案，为有针对性的指导提供依据。在
家访的过程中，我们还格外注意幼儿的心理状
况，了解幼儿内心的想法，鼓励他们勇敢地面
对疫情，让他们感受到老师温情的关爱。

4月，春暖花开，随着国内疫情得到较好控
制，各地学校陆续复学，我们也开始积极筹备
开学工作。我们在严格落实科学防疫工作的
基础上，积极开展开学问题排查、环境创设、疫
情背景下的课程研讨、开学第一课教研、健康
宣传等工作，等待孩子们快乐归来。

为了确保幼儿的健康，守好幼儿园的安全
之门，我们在开学前充分利用班级微信群对幼
儿的健康状况进行了全面排查。除了每日健
康打卡，我们还搜集了每个幼儿的居家体温登
记表、近期的苏康码，同时还通过微信家访，了
解幼儿与境外人员接触情况以及外出史，确保
每一个幼儿的健康。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家长进行了入园意向
调查，了解每一个家庭是否愿意送孩子入园，
在疫情防控期间尊重每个家庭的选择。

为了营造良好的开学氛围，我们对全园环
境进行了全面整治。在幼儿园西大门附近，我
们布置了“春暖花开，‘疫’去归来”的主题环
境，用扑面而来的温馨欢迎孩子们的回归。大
门两侧摆放着老师们手工制作的疫情展板，让
幼儿了解幼儿园的抗疫情况、认识我们身边的
抗疫英雄等。园内宣传栏里满是内容生动的
健康小常识，简单易懂。我们还结合疫情对班
级环境进行了整改，从主题墙、家长园地到区
域环境创设，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紧紧
围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和卫生保健营造了浓
浓的开学氛围。

开学后，在保障日常教学的同时，我们还
借助正在开展的前瞻性项目和刚刚改建的运
动场地，另辟蹊径开展了好玩有趣的科学探究
活动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尽情享
受自然、游戏带来的快乐。

大班的孩子们发现幼儿园里有许多鸟儿
在做窝，一下子来了兴趣。鸟窝怎么做呢？什
么样的材料适合做鸟窝？如何放置鸟窝？在
一系列问题的“牵引”下，孩子们围绕“小鸟的
窝”展开了积极的探索。鸟窝的搭建是一个复
杂而艰巨的“工程”，孩子们在制作鸟窝的活动
中，通过对材料和物品的观察、操作、比较、分
析等，从每次尝试的过程和结果中发现事物之
间的联系，从而提升了自身的科学探究能力。
除了小鸟的窝，孩子们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形成了一个个生动的科学探索案例。

操场上，孩子们悠闲地骑着小车，像一群
快乐的小鸟；平衡桥、攀爬墙，考验着孩子们的
勇气；滑梯当然是小班孩子们最爱的场所；足
球场上，中大班的孩子们化身足球小将，在场
地上自由地奔驰、追逐；孩子们还利用各种户
外体育器械玩出了无数花样，有的进行体能训
练，有的在快乐闯关，有的在玩飞碟……欢声
笑语响彻云霄，疫情带来的烦恼早已抛到了九
霄云外。

风雨送春归。一场众志成城的抗疫之战，
让我们懂得，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来临。愿人间烟火处，处处皆
平安！

紫藤花开 李陶 摄

浪生活 花

父亲平时最爱哼唱一首
旋 律 优 美 的 屯 垦 戍 边 歌
曲——《送你一束沙枣花》。
每当唱起这首歌，父亲的眼
眶就会变得湿润，脸上溢满
了温情。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20世纪 60年代，
父亲坐着大卡车，戴着大红
花，和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一
起，走进了新疆。此时的新疆
正值 6月沙枣花盛开的季节，
空气中弥漫着沙枣花清甜的
气息，与街头热情欢迎的队伍
融为一体。父亲下车后，有一
个女孩将一束沙枣花递到父
亲面前说：“这是我们新疆的
沙枣花，送给你，希望你能像
这沙枣花一样坚强！”父亲慌
忙接过花嗫嚅地说：“明年我
也送你一束沙枣花！”就这样，
父亲和母亲在最好的年华因
一束沙枣花相识，开始了他们
共同建设边疆的生活。此后，
每年 6月沙枣花盛开的时节，
父亲都会送母亲一束沙枣花。
他们就像那沙枣花一样，虽然
生长在大漠戈壁，但却耐干
旱、耐风沙，生命力极旺盛，再
大的风沙也无法磨灭他们远
大的志向。

小时候，每年初夏时节，
父母总会带着我们兄妹去野
外折几枝沙枣花，带回来插
在玻璃瓶中。那甜美的清香
刹那间便会飘进房间的每一
个角落，经久不衰。父亲时
常跟我说：沙枣树虽然生长
在戈壁滩，它的花无法与那
些名花比肩，但它抗盐碱、耐
风沙、香飘十里，是一种坚强
的树，我和你妈非常喜欢它。
我们把青春、爱情、悲欢、荣
辱都留在了新疆那片热土
上，这一束束盛开的沙枣花
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平
时，父亲总爱深情地哼唱《送
你一束沙枣花》这首歌，母亲
和我也唱和着，其乐融融。

母亲去世后，父亲日益
沉默寡言，但是到了沙枣花
盛开的时节，他依然会唱起
那首旧日的“情歌”。在优美
的旋律中，父亲深情地凝望
着不远处的沙枣花，泪水逐
渐溢满了眼眶。大约在父亲
的心里，沙枣花无需任何装
扮，就美得让人的心在爱的
琼浆玉液中日渐柔软而坚
强、平和而高贵。父母的感
情，就像那盛开的沙枣花，蓬
勃而充满生机，平淡中饱含
着真情，历久弥香。

那一束沙枣花

■原永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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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闲庭 笔

蒲绿榴红，栀艾飘香。转眼间，
又过了一个端午节。

母亲在二妹家小住，节前我跟母
亲打电话，询问买哪些过端午节的食
物。母亲说，年纪大了，也怕麻烦了，就
买几个粽子意思意思吧。于是，我便在
超市买了些粽子、绿豆糕和鸭蛋带回
家，准备第二天接母亲回老家过节。

超市里应景的物品应有尽有，什
么香包、虎衣、虎肚兜、虎头鞋……诸
多跟端午习俗相关的小玩意很是
抢眼。

孩提时，大人在我胸前围过大红
的围兜，挂过玲珑的香包，在我的手足
上绕过五颜六色的丝绳，说是可以避
邪除疫，安度炎暑。那时，我刚记事不
久，对新鲜玩意颇感好奇，小伙伴们在
一起做游戏，还相互比较与欣赏，有时
一边玩，一边跟着大孩子唱起端午歌
谣：“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
堂。菖蒲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
子黄。”

村里人对过端午节非常重视。
虽说是夏收夏种时节，大人再忙，
家家户户也要插艾草、包粽子，给
孩子准备一两件避邪的物品。在

我们家，父母每天下田劳动很是辛
苦，裹粽子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奶奶
身上了。那时，我家人多，奶奶一
个人裹粽子很是不易。她要淘一
大筲箕糯米，还要泡上花生、红豆，
把买来的粽叶煮好。准备工作做
好了，奶奶才开始动手，选粽叶、折
角、舀米、撮花生、裹粽叶、打结、剪
绳头，一连串的动作相当麻利。尽
管如此，奶奶一个人要从上午忙到
下午才能裹完，最后裹成的粽子盛
了满满一水桶。

奶奶裹粽子时，我觉得新奇有
趣，常待在一旁傻看。有时我提出
要自己裹一个，奶奶不同意，说我
不会裹，弄不好会糟践糯米和粽
叶。我不听奶奶的话，抓起一片粽
叶就学着裹粽子，可总是裹不好，
不是裹不严实，就是把糯米撒了一
地。即便偶尔裹了一个扁扁的粽
子，也是个“四不像”，逗得妹妹哈
哈大笑。最后，奶奶把粽子全部倒
进大锅里煮，我和妹妹就在厨房里
里外外蹿个不歇。不一会儿，厨房
里便飘出浓浓的粽叶香味，我与妹
妹眼巴巴地盯着大锅盖，希望粽子

早点出锅，我们好早点品尝到诱人
的美食。

端午节一早，一家人围坐在小
桌旁，津津有味地蘸着白糖吃粽
子。奶奶把煮好的粽子盛在一个
大碗里，我挑选一个花生粽子自己
剥。我把粽绳剪断，小心翼翼剥
开，看着雪白发亮的糯米，闻着浓
浓的粽香，心里获得了极大的满
足。我喜欢把粽子戳在筷子上，用
粽子角尖蘸着白糖吃，然后慢慢品
尝这期待已久的美食。奶奶见我
随意丢在一旁的粽叶，总要把上面
沾着的零星的米粒夹起来吃掉。
饭后，奶奶讲的那些有关端午的故
事我记不清了，但是她老人家让我
从小谨记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的家训，我至今仍铭记在心。

多年之后，当奶奶离我们远去，
我才渐渐明白，端午带给我们的，
还有对亲人的思念与祝福……

今年端午节早上，我打开锅盖，
一股浓浓的粽叶清香顿时在厨房
弥漫开来。咀嚼粽香的时刻，我品
味更多的是亲情，是生活的馈赠！
除了奶奶，我还要感恩我的母亲，

她不仅哺育了我，还是我生活的导
师，教我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谦虚
做人。她辛苦劳作一生，心里牵挂
的依然是子女，是这个家！每天一
大早，母亲就起床、洗衣、烧早饭，
侍弄家前屋后的瓜果蔬菜。干活，
是她的生活常态，忙碌是她的生活
节奏，只要还能做得动，母亲就感
到快乐！

我还感恩我的岳母。她虽然离
开我们 10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
仿佛还在眼前。当年，我们一家三
口住在离岳母家不远的小镇上。
每到端午，岳母一大早准会乘车赶
来，拎着满满一篮子粽子和鸡蛋。
她一生善良勤快，疼爱子女，有什
么好东西总是惦记着别人。虽说
多年过去了，岳母煎炸的柳条鱼、
包的青菜肉馄饨、亲手做的可口的
饭菜，都叫我难忘。

岁岁端午俗相似，年年夏五“粽”
是情。粽子里裹着的是一种爱，是一
种永远的惦念。我们吃的是粽，记的
是心。在这个传统佳节里，我陪伴母
亲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端午，我也重温
了一次幸福的童年时光。

粽香情浓
■徐润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