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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毕业于盐城师范学院，2018 年加入姜
堰区名师工作室。任教高三年级以及担任班主
任、备课组长近 10 年。先后获评姜堰区“六有好
教师”“美丽乡村教师”“教坛新秀”，多次被表彰
为溱潼镇“优秀教师”以及校级“优秀班主任”

“十大感动人物”。在省级期刊上发表和获奖的
论文 10 多篇，在区级教学基本功竞赛和解题能
力大赛中获奖近10次。

刘华荣

1995 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潜心于溱中的教育
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学校教研组长、团委副书记
和教学处副主任；曾获评 2008 年姜堰市优秀班
主任、2013 年姜堰区共青团优秀团干部；2018 年
获评溱潼镇“优秀党员”和“优秀教师”。所带班
级获评 2005 年姜堰市先进班级、2017 年姜堰区
共青团“五四红旗团支部”。

凌建国

2002 年毕业，2014 年取得青海师范大学教
育硕士学位，中学高级教师。先后评为姜堰区

“教坛新秀”“教学能手”“优秀班主任”，泰州市
“教坛新秀”“教学能手”。2005 年在姜堰市新
课堂历史学科优质课比赛中获一等奖，2018 年
加入泰州市史海燕历史名师工作室。主持或
参与多个泰州市级课题研究，几十篇文章在省
级刊物和校刊上发表。

周国华

2001 年毕业于盐城师范学院，2016 年取得
中学高级职称，先后获得姜堰区“教学能手”“优
秀班主任”和泰州市“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江
苏省物理教育学会成员，泰州市高中物理名师工
作室核心成员，近年来多次获得省市区级学生竞
赛辅导、教学基本功大赛、优质课评比等项目的奖
项，多篇教科研论文在物理专业核心期刊发表。

常广国

2000 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在省第七届
中小学教育优秀论文征集中获一等奖；2012
年、2018 年指导学生参加省高中学生化学竞赛
获三等奖；2018 年参加姜堰区、泰州市高中化
学优质课评比分别获得一、二等奖；2018 年 4
月被评为“溱潼中学十大美丽教师”；2018 年 9
月被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授予年度“优
秀教师”称号。

刘正兰

1993 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姜堰区高中语
文骨干教师。先后评为姜堰市优秀班主任、姜
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连续 10 年被评为校优秀
班主任，指导学生参加作文竞赛获江苏省一等
奖，“感恩父母”主题班会设计方案获区一等奖，
在国家、省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人
生格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王君

大学，是一个新的起点，同
时，它也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和
空间去回忆过去，于是，我想到
了你们。

王君老师，谢谢您！高三
才是你教，好可惜。高三开学
初，我以为我们的语文老师应
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毕竟是
文科重点班，没想到，却是这
么个年轻的老师(当时我以为
你还没结婚，别笑，当时好多
人都这么认为的）。那时好多
人都会质疑，这么年轻，能教
好我们吗？很快，大家有了答
案：能，绝对能！如果说，对拼
音、病句、成语、文言文、名著
等 的 熟 悉 通 透 是 作 为 一 个 语
文老师所必备的，那么，在古
诗鉴赏、现代文阅读、以及作
文的批改、讲解中，你的魅力，
不容任何人忽视。

很 多 同 学 都 说 ，你 真 神 ！
为 什 么 ？ 就 是 你 看 我 们 的 作
文，能看出我们写的时候，哪些
地方一气呵成，哪些地方坎坎
坷坷，哪些地方精雕细琢，哪些

地方粗制滥造。最神的是，一
篇原来并不怎么样的文章，你
总能找出其中的亮点，稍作改
动，便是佳作一篇，文章整体提
升了一个档次（这绝对不是拍
马屁）。你曾说我的文章“很有
灵气”，到现在想起我都会很开
心，因为说实话，我的作文文笔
其实不是很好的，只是稀奇古
怪的想法比较多，平常考试也
比较敢写，所以，这句话，远比
有人说“你的作文写得真好”让
我开心多了。很抱歉的是，高
三一年，我也没写出什么让你
看得上眼的文章，没法“造福”
后来的学弟学妹了。

上你的课，很轻松，但学到
的不少，你常放一些视频给我
们看，这样做，远比捧着厚厚的
书一页一页地翻效果好得多；
你很体谅我们，课外留给我们
的作业永远那么少，力求课内
完成，注重质量；你讲题目，不
会要求我们死记答案，而是强
调思路、答题的规范性；你的电
脑里，有很多制作精致的课件，

特别是那些原文与改文的对照，
让我知道，原来可以如此——化
腐朽为神奇……

想起一个细节，有一次在
你桌上看到话梅，我想老师您
也喜欢话梅啊，所以买了几小
袋准备与您分享，话梅揣在口
袋里，还没拿出来，准备先套个
近乎再入主题的，谁知你“愤
愤”地告诉我“高一的学生馋死
了，恨不得把课上没收的话梅
寄给他们的家长”。我顿时囧
住，连说“是、是，这些学弟学妹
们太馋太不像话了”。话梅也
没好意思拿出来，我夹着尾巴
溜了。

凌世兵老师，谢谢您！在
键 盘 上 不 停 敲 着 的 手 指 顿 了
顿，因为，鼻头有点发酸。从小
到大，数学就不好，但是，从没
有哪个数学老师像您一样关心
我，鼓励我，我知道，你相信我
的语文和英语实力，不想让数
学拖了我的后腿，于是，每节课
必让我回答一个问题或板演一
次，尽管很多时候，板演的题我

只能做一半，而你总是对我微微一
笑道“实在做不起来就上位吧”。

你在高三（9）班几乎没发
过 脾 气 ，说 话 大 声 都 是 极 少
的。你笑的时候特可爱，有酒
窝的。始终记得，我考得不好，
你总会对我说：嗯，考得不丑
啊！我就哭笑不得啊，在班上
快倒数了，您还来一句“考得不
错”，到底是安慰还是讽刺啊？
在高考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几
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
在数学上。我不想让这样一个
好老师失望。只是，那年我的
数学高考，没能让我完成这个
小小的心愿，我的数学考得很
一般，甚至很差。我感觉十分

愧疚，而您，在高考一结束，就
打电话问我考试情况，给我地
址 让 我 去 查 答 案 。 后 来 去 学
校，你说，感觉很对不起我们，
尤其是张萍她们几个，如果数
学再高一点，都有本科上。你
说，都是你的错。我当时听了，
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居然把错都
揽在自己身上，让我们情何以
堪？你是正儿八经的好老师！

大学生活快半年了，不知
道为什么，我经常做到一些高
中时学习考试的梦，梦见老师
们的音容笑貌，醒来时再想一
会儿，或许还会傻傻地笑感动
地哭。亲爱的老师们，祝你们
身体健康，快乐每一天！

那些年那些老师
溱潼中学2010届高三（9）班 田慧敏

坚持“没有一颗蛀牙、后进生是宝贝、从最后一名学生抓起”的教育公正，追寻“没

有优异的成绩不是好学校、低进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误人子弟是最大的教育犯罪”

的教学目标，恪守“平民教育是溱中的底色和追求、偏爱特困生是最大的教育公平、公

平自律是溱中教师的职业底线”的教育前提。

溱潼中学平民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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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辛酸。2003 年初夏，
母亲去世，办完丧事之后，小弟
认真地问我，送母亲出殡的路
上，从湖南村到姜堰 20 多里
路 ，你 为 什 么 无 声 地 泪 流 不
止？我说，当时我眼前反复出
现 30 多年前的难忘一幕。我
的初高中阶段，是家庭在“文化
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厉害的时
候。初一时，同班的徐国珍等
同学到湖南庄来看亲戚，出于
常情，我想带他们到我家坐一
坐，可就在我把徐国珍带回家
前的一会儿，家中大门被贴上
了大字报和封条，少年都有的
羞耻心作怪，我在我们一行都
走过我家门前之后才掉头说，
我家就住在那边。就是在那样
的社会环境下的一个夏日周末
傍晚，我从田间劳动归来，赤着
双脚扛着米袋准备返回七里以
外的学校。那时在溱中，农村

家贫的同学可以只付每斤大米
3 分钱的代伙费，菜由自己带
咸菜将就对付。那天，家中窘
得连一周需要的 2 角钱代伙费
也拿不出来。我扛着米袋在家
门口等母亲去借，从傍晚等到
天黑透，我才在母亲晶莹泪光
的送别下，踏上了返校的路程。

再 说 咸 涩 。 初 二 的 暑 假
中，我和袁瑞华领到了挖泥的
任务。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
把两船河泥挖完卸完来到食堂
时，食堂早已开饭完毕，值班的
史二爹在等着我们。史二爹极
善良，说“只剩下小青菜汤和罗
卜干了，你们吃完留下饭票就
行”。那时的饭是用陶钵蒸的，
半斤一钵。我和袁瑞华你一钵
我一钵地吃将开来。那天中午
一人究竟吃了几钵？四年前春
节我们这届同学在袁瑞华家的
聚会上，周华山、周益隆、张逸

群、田存桂、王希汉、范武凤等
见证了我们的一段对话。那天
酒毕，其他同学每人碗里一两
饭左右，袁瑞华手捧满满两碗
饭走来，一碗他自己留下，一碗
恭恭敬敬地送给了我。他说，
还记得挖泥那天中午我们一共
吃了多少饭吗？我说记得！他
说多少？我说我们一道报数。
于是，在大家的静场等待下，我
们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同一个数
字：一斤七两五！说完，两人都
红了眼睛，笑出泪花。

当然，溱中留下的回味不
仅仅是辛酸、咸涩和苦辣，也有
思之如饴的甘甜。而且，那种
逆境中尝到的甘甜对苦难人生
来说，记忆的效应是成几何级
数放大的。就象国画中的点
染，本是一点浓墨，在宣纸上则
可能洇染成灿烂的一片。譬
如，一次帮教导处搬家，朱孝让

老师告诉我，档案中记载，66届
报考溱中初一的里下河地区
18 个乡镇考生中，我的总分名
列第一。朱老师可能都不记
得这件事了，而我至今看到各
地各类高考中考状元报道时，
都有点小人似的窃喜，我也曾
经忝列其中。譬如，有朋友问
起我的办报生涯时，我会毫不
脸红地告诉他，源于溱潼中学
的初一（1）班。衷心感谢张乃
棣老师对我办报才能的最初
发现，初高中阶段，教室后面
的墙报、校园内的黑板报，我
基本上是版面设计和责任主
编。再譬如，2007 年纪念高考
恢复 30 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
我公然向满室名校毕业身居
高位的 77 级 78 级大学生们叫

板，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
与他们同场竞技，否则，说不
定我会成为清华北大 77 级或
78 级校友。我说我的母校溱
潼中学文革前的前十名毕业
生，基本都保送清华北大复旦
中国科大或被这些学校录取，
我在溱中读书的 9 个学期，总
分一直稳居第一，有时还遥遥
领先。我是 1975 年作为工农
兵学员从水利工地上被推荐
进入扬州师院中文系读书的，
没能参加 1977 年底的群雄逐
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
者又成了不幸者。

周桐淦，溱潼中学校友。
原《扬子晚报》副总编，一级
作家。

（本文为节选）

求学五味求学五味
★周桐淦

八十岁华诞
八十载丰功
请收下我遥远的祝福
我的母校，我的溱中

刚入学，我还是稚气的孩子
毕业时，我已经滿脸青葱
离别的日子实在太久
我还是把你铭记在胸

陈校长的脸上总挂着慈
爱的笑容

李主任的话中常透着严
谨的学风

洒脱的茂棠先生挥洒纵横
优雅的王琦老师心长语重

手捧着一本本求知的书籍
脚踏着一声声励志的晨钟
依偎着岸边的杨柳，我背

诵着生疏的单词

凝望着翘角的凉亭
我揣摩着古时的醉翁

一丛丛茂密的紫槐
一株株挺拔的梧桐
见证着我们的成长
伴我们走过五年的春夏秋冬

五十年离校步履匆匆
欣逢校庆我心潮涌动
唱一首歌曲把你赞颂
写几行诗句为你吟咏

愿母校的前景更加恢宏
愿后来的学子直通蟾宫
我想大声对你说
我深深地爱着你
我的母校
永远的溱中
（潘 焕 藻 ，溱 潼 中 学 校

友，六六届初三(2)班）

祝福你，溱中
★潘焕藻

我是 1960 年—1966 年在
溱潼中学念书的。

母 校 的 风 光 令 人 难 忘 。
溱湖中的一个“全岛”，直径约
500 米吧，一条大堤与小镇相
连，这就是我们的母校。如果
化大境界为小景，美丽的校园
就是水里游动的一只蝌蚪，是
文字间停顿的一个“，”，是手
中放飞的一只风筝……在那
里，悠悠烟水，依依垂柳；泛泛
渔舟，闲闲鸥鸟。绿水碧波绕
校园私语，红墙黛瓦坐树间思
索。吴嘉纪、郑板桥、蒋鹿潭直
至于右任等都曾在校园附近泊
舟，留下或清丽或忧伤的诗和
词，湿漉漉的；黄桥决战前夕，
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管文蔚也
在校园西边船上，他没有吟诗，
而是与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
总指挥李明扬在那里成功地进
行了水上商谈……在校时感觉
不深，离开后方才感情用事地
醒悟：啊，原来母校是世界上最
美丽的校园！

然而，让我更加难忘的是
那个特定年代母校的恩泽，这
份恩泽惠及了我的求学青春，
影响着我的整个人生。这份
恩泽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令我刻骨铭心。

那 是 一 个 饥 饿 的 年 代 。
在校学生少时 700 多人，多时
800 多人，除镇上同学在家吃
饭外，农村来的都在学校就餐，
总有 500 或 600 多人吧。1960
年—1962 年，农村饥荒蔓延，
饿死好多人，农村同学根本没
有粮食往学校带。我们每天都
在饥饿中，老师也是。有一次
我去办公室，就看到50开外的
黄老师从桌柜里端出咸菜。

吃菜基本自给。学校把

能种的地都用来种菜。印象
深的是冬瓜和腌菜，似乎不种
萝卜，因为肚里“没油”，吃了
会“闹心”。秋天的阳光下，校
园内“碧绿的菜畦”是一大景
观。伙房后有好几口大缸和1
个水泥池用于腌菜。从 1962
年起，学校把原来种玉米的一
片地改种大豆。于是从这一
年冬季起，中午的咸菜汤里就
有了雪白的若浮若沉的营养
品——豆腐块。许多年后才
知道，这是陈万庆校长的主
张。不种玉米的理由有二：一
是种玉米往往只收“青棒头”，
不经济；二是种玉米苦田。改
种大豆也是两个理由：大豆可
以磨豆腐改善学生伙食；种大
豆不苦田（豆科作物有根瘤
菌）。学校还养猪，期中和期
末考试后，我们就能吃上肉。
要不是在学校，谁能吃到肉！
因为养猪的成绩，女工友徐桂
英被推选为“劳动模范”。

因为饥饿，冬季觉得特别
冷。1963 年冬季，我读高一
时，衣着袖短棉硬，上课时瑟
瑟发抖。班主任孙永年老师
见了，向学校借来2件大棉袄，
给 了 我 和 另 一 位 寒 冷 的 同
学。那件棉袄穿上身的感觉，
40 多年以来的每一次记忆都
好像就在昨天，并一次次使我
忍不住热泪盈眶。我知道，这
件棉袄将会温暖我的一生。

读 高 中 时 ，我 们 这 一 届
（就一个班）又幸运地遇到学
养很深的老师。教语文的王
献庭老师获得过惠浴宇省长
颁发的嘉奖，他精通古文，讲
解时不是一句一句地讲，而是
一个字、一个词地讲。以至直
到今日，不要说一般古文，即

使《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也
能把全篇背诵下来。他的板
书横平竖直，一笔一划从不

“勾连”，是“正楷”。他的字让
我们理解到“一丝不苟”的真
正含义。教代数的王金泉老
师因身体原因没有读研究生，
他是当时的“数学权威”，全县
凡有解不出来的数学题，最后
只有找他。朱孝志老师教解
析几何，他在黑板坐标上徒手
绘制的抛物线、渐进线、花瓣
状曲线光滑无结，堪称艺术
品。他总结的“从难从严从基
本”则成为我们的学习方针。
班主任孙永年老师教物理，常
常是几支粉笔进教室，讲得课
堂鸦雀无声，充分显示了他对
这一学科的洒脱和一点罗曼
蒂克。他那“物理=语文+数
学”的著名论断，相信他的学
生一个也不会忘记。

岁月匆匆，人事沧桑。一
眨眼，40多年过去了。偶尔路
过溱中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向
校园里痴痴地张望。这时相
见不相识的晚辈同学会笑问：
客从何处来？我只能酸楚地
笑一笑。如果把延续了一千
多年的这一问话，变成“客从
此处去”，该多好。

春花，秋月；秋月，春花。
多少年来，在我心中，母校似乎
不再是原来的校舍和老师，而
是人生中一个神圣的“文化驿
站”，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

高泰东，溱潼中学校友，国
家级推广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
客座教授，博士生实习导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文为节选）

母校的恩泽
★高泰东

校训：崇德 励学 弘毅 笃行
校风：团结 勤奋 求实 创新
教风：敬业 爱生 严谨 博学
学风：勤学 苦练 多思 求真

组稿 田志军 组稿 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