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中间长有3株樱桃树，两株

长在东面，一株长在北面。朝东两株高

大挺拔，朝北一株秀颀舒展。它们与学

校同龄，18岁，如果放在人身上，正是

发表成人宣言的年龄。它们是建校时

老校长亲手栽的，并把那片地命名为

“樱桃园”。斗转星移，学校在当地声名

鹊起，樱桃树也长得枝繁叶茂，阴翳了

一大片天空。

一夜春风拂过，樱花又开了，枝头

白中带粉的小花挤挤挨挨，一嘟噜一

嘟噜地顶着露珠、折射着太阳，在风中

微微颤抖，惹人怜爱。一只只白头翁呼

朋引伴，在枝间跳跃，有那多情者叼起

花瓣，扭头献给身旁伙伴，一如情窦初

开的孩子偷偷给同学传递纸条，翅膀

扑棱间，花瓣飘飘撒撒，地面便沿着树

干呈放射状铺了一圈花瓣，柔柔的、软

软的，让人舍不得踩，更不忍心打扫。

樱桃何时开花、何时挂果，我是清

晰记得的。建校第一年的春天，树还很

矮很小，不及六岁孩童高。一天，孩子

们惊呼着、跳跃着，惊喜地跑来告诉我

找到了春天，并簇拥着我去看。一条瘦

弱的枝桠上，羞答答地挂着3朵小花，

仅仅3朵，一朵全绽，两朵半开。我告

诉孩子们花的名字，并尽量把先天的

破锣嗓子放软，教他们唱歌：“樱桃好

吃树难栽，不下苦功化不开……”年幼

的他们也许根本理解不了歌词的含

义，可从他们清澈的眼眸，我找到了当

一名老师的快乐。

樱桃树何时花谢、何时挂果，不用

我关心，自然有孩子来报告，他们小心

翼翼地呵护着那几株小苗，我则小心

翼翼地呵护着他们的好奇心。一天，当

一向调皮的小文摊开掌心给我展示出

3颗晶莹剔透的樱桃时，夏天也就到

了。那天，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让小

文尝尝樱桃的味道，他极其夸张地用

4颗门牙轻轻咬了一下，刚咬破樱桃

皮，又把樱桃拿出来，微闭双眼，做出

一副享受的表情。我看穿了他的表演，

示意他继续，他再次把樱桃放进嘴里，

认真咬了一口，立即皱了眉，并马上吐

了出来：“好酸呀！”引来教室里一阵哄

堂大笑。那节课，我教孩子们围绕樱桃

画画、唱歌、写儿童诗。小文读完自己

写的诗后，偎在我的身边久久不愿意

回座位，在同学们羡慕嫉妒的眼神中

仰头对我说：“唐老师，长大后我也要

当老师。”其他孩子们跟着纷纷嚷起

来：“我也要！”“我也要当老师！”……

樱桃年年开花，年年挂果。孩子们

的教室从一楼移到了四楼，樱桃树也

窜出了四楼的天空。樱桃花一年比一

年开得多，樱桃一年比一年结得多，孩

子们的作文一篇比一篇精彩，学校老

师、学生的数量也一年年增加。我不知

道有多少樱桃滑进了顽劣孩子的嘴，

装饰了他们童年的校园梦；不知道有

多少樱桃掉进了泥土，慢慢化为尘土，

化为来年花开的养分；不知道有多少

被鸟儿吞进肚子里，带往了何方，又在

何处生根发芽；又有多少张樱桃花与

樱桃的照片成了老师上课ppt上的内

容；有多少孩子把樱桃写进了日记

……只知道那3株樱桃根越扎越深，

一如我对讲台的情结。

时光荏苒，一批批孩子如羽翼丰

满的小鸟，飞向更加辽阔的天空；一批

批孩子张着新奇的双眼来到这里；一

位位老教师深情拥抱同事后退下讲

台；一个个年轻人怀揣梦想跨入教师

行列……来的尽管来，走的终须走，3

株樱桃兀自在此扎根、发芽、抽枝、开

花、结果，默默守望、暗自欢喜。

当年的樱桃树苗早已枝繁叶茂，

俯视校园，继续忠实地守着孩子们成

长，见证学校的发展与壮大；当年的老

校长退休后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成

了一名学生；当年的小文同学从北京

师范大学毕业后站上讲台，成了一名

老师；而当年意气风发的我华发毕现

……

樱桃花又开了，风过处，落英缤

纷。我分明在一片花瓣上，隐约看见了

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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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根据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开展2021年度“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要求，省文明办、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组织开展了2021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经过层层推荐、专家审核、

社会公示等环节，评选产生2021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30名。

他们，是新发的嫩芽，是初升的旭日，是明天的希望。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其中一位好少年——平昌县通用职业技术学校

2019级旅游班学生苟婷。

在平昌县通用职业技术学校2019级旅

游班，有个长相甜美、阳光活泼的女孩——

苟婷。她身上彰显着新时代好少年的品质：

积极向上、谦虚好学、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真正做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她先后被

评为巴中市、县“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

部”，先后获得 2019-2020 年度国家级奖学

金、市级技能大赛“中餐宴会摆台一等奖”。

勤奋好学，她是同学学习的榜样。苟婷

刻苦努力，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每学期，

她都会为自己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和学习

目标，为达到目标而努力拼搏。文化知识方

面，苟婷求知欲强。课堂上，她专心听讲，积

极发言，善于质疑，对所学知识均能理解掌

握。专业技能方面，她精益求精。为了参加

“2019年巴中市技能大赛”选拔，她每天早上

6:00就起床开始，一遍一遍地按照参赛的要

求，完善自己的仪容仪表，锻炼自己的专业

技能，直至晚上 23:00。训练过程中，她为了

缩短0.1秒的比赛成绩，花了一周来重复训

练一个动作，终于在老师的帮助下她找到了

方法。通过日复一日的努力，终于在全市中

职学生技能大赛中以超越第二名0.5秒的成

绩斩获冠军，成为同学们的偶像和榜样。

尽职尽责，她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在校

期间，苟婷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她恪

尽职守，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出色的管理能

力，工作上一丝不苟，学校里的各项活动也

都有她活跃的身影，班里的大事小情都有她

付出的心血和汗水。遇到老师有事离开教

室，她会主动站出来，约束班里的纪律，给同

学们总结一天的收获。每周，她都会组织全

班同学参加“青年大学习”活动，同学们都亲

切地称她为“小老师”。

关心同学，她是大家的贴心朋友。苟婷

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但她总说：“一枝独秀

不是春，只有让全体同学都进步了，那才是

一件大事。”于是，她经常组织班里的班干

部，关心班里专业实训基础薄弱的同学。苟

婷还会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对这些同学进行

专门指导，使她们进一步加强实训课的熟练

度。在她的热枕帮助下，几名原来实训基础

薄弱的同学都有了较大的进步，让老师十分

惊喜。第一年开学初，班里转来一位新同学，

她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苟婷主动帮助

她，帮她理顺学习和生活的关系。发现她不

太与同学交流，苟婷就带她与班级的小伙伴

一起吃饭、一起活动，使那位同学迅速融入

到这个温暖的集体中。苟婷对待班里的每一

位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

服务社会，她是爱心少年。除在校学习

期间表现优异外，苟婷还积极投身参与社会

实践服务工作，以丰富自身的职业能力和专

业素养。2020年秋季，苟婷参加了校企共同

组织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学习，在带队教师

和企业师傅的共同指导下，圆满完成了阶段

专业技能学习，并获得“优秀学员”称号，受

到校企双方好评。她还积极响应学校团委号

召，踊跃投身社会服务活动，在“重阳节”等

活动中，与学校志愿者走进社区敬老院，为

孤寡老人送福利，传递青春正能量。

品学兼优，乐观向上，自信的苟婷就像

一只雏鹰，正向着自己的理想起飞。

二月二又叫踏青节,白居易有诗：“二月

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

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上世纪80年代，我读小学时，每年二月

二这天，学校会组织学生到郊外上课。学校

就坐落在乡村,不用远足，三四里内必有好

景致。风景都是大家熟悉的，平时放学后，我

们打猪草或跟着家长上田里劳作，不知道踏

过多少次青了，但师生聚在一起漫步山野，

沐浴春风,听鸟语、闻花香，在大自然里上

课、做游戏、放风筝，一起野外聚餐。家门口

的风景也能让我们有不同寻常的欢喜。

学校规定，二月二出游时，学生自带一

顿午饭，统一为馒头加咸菜，零食只能带炒

豆子，这是为了防止学生带饭形成攀比。

到了二月二这天，师生步行到达目的

地，各班寻一处向阳的坡地，老师将黑板挂

在树上，学生们摆下马扎。与以往课程表不

同，这一天语、数、音、体、美都会安排一节

课，在树林里唱歌的音乐课、在田野间奔跑

和放风筝的体育课、在大自然中画画的美术

课，一下调动起我们的学习热情。连在野外

上语文和数学，我们都觉得格外有趣。

中午，师生围坐在一起吃午餐，饭后，大

家再取出自带的炒豆子，掺和在一起吃。二

月二这天，家家都吃炒豆，,每家炒的味道都

差不多，但凑在一块儿，你尝尝我的，我尝尝

你的，40位同学也能尝出40种炒豆子的味

道来。

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我们也学到了知

识。正如校长所言，春天是关不住的，不如彻

底给孩子们一个春天。

升入中学后，学习任务加重,很少在二

月二这天踏青游玩了。后来参加工作，休息

日赶上二月二，我会和朋友结伴外出旅行。

套用沈从文的句子，我看过很多地方的山

水，尝过很多地方的美食，但都没有小学时

踏青节身处大自然上课感受到的春光美妙。

那些童年的好时光，成为一生最美的记

忆,慰藉成年后的每一场负重之旅。

下班后，一个人往家走。穿过空

无一人的巷子，平日里，这条巷子人

来人往，其间最多的就是一个个小

孩。他们的嬉笑声充满了整条巷

子。而此刻，巷子却十分幽静，一想

到所有的孩子都如倦鸟归巢般回到

了温暖的家里，我就觉得无比的安

心。

走到楼下，看到有老人在卖菜，

她戴着厚厚的毛线帽子，坐在一个小

小的凳子上。寒风凛冽，她双手插进

袖子里，头自然地下垂着。我走上前

看了看，她所剩菜品并不多，青菜也

只剩下一把菜薹了。

我拿起菜薹看了看，非常新鲜，

问老人多少钱。她说，就最后一把，

原本卖5元一斤的，现在两元。我准

备用微信支付，老人却说她没有微

信。于是，我开始在衣服兜里和包里

努力翻找，可翻来翻去就只有一元。

老人见我没找着，便挥挥手说：“姑

娘，算了啊，一块就一块。”我实在是

有些不好意思，连连道谢，她给我装

菜薹的时候，又给我装了好几根葱：

“一个娃儿家，煮完热面，加点儿青

菜、葱花，香着呢。”

她这么一说，我的内心顿时涌起

一阵暖流。是呀，这些不经意流露出

的善良与暖意让一个外乡人感到无

比的幸福。也让我不禁想到了曾在

小镇生活的一幕幕。

记得那时候我20岁刚出头，来

到了距离县城6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

镇上教书。才一踏进小镇，我就被周

围巍峨的群山吓住了，不知道自己要

怎么才能捱得过这漫长孤寂的山中

岁月，更不知道这热血的青春要如何

安放？只是哀怨地想着，过一天是一

天吧。

和沉默冰冷的大山不一样，小镇

上的人给了我太多的感动。从一到

学校，校长立即给我们分了几间宽敞

的寝室，到学校里的老教师对我们指

导帮助，再到比我们早来一点的老师

和我们的交流分享……这些，都让我

们这些外乡人感到了无比的亲切。

渐渐地，我融入了校园，更融入

了整个小镇。原本以为会“枯燥乏

味”的山居生活，竟变得有滋有味起

来。白日里，教那些小孩读书认字，

常常讲着讲着，有些孩子从嘴里不

自觉地就蹦出了几句“土”话，逗得

我忍俊不禁，而整个课堂顿时一片

欢笑。

那时候，小镇外还在修路，回家

至少得半天。于是，周末的时候，春

天，我就跟着学生去附近的茶山上，

挂上茶篓学采茶；夏天，就跟着他们

去学校脚下的小溪沟里，看他们捉螃

蟹、小鱼、小虾；秋天，去采山上大片

大片黄灿灿的野菊花；而冬天太阳好

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们去爬山……日

子就那么慢悠悠地过着。

那时候还没有课后服务的说法，

孩子们早早地就放学了。学生放学

后，我们这些老师也就没什么事了，

就跟着家住在本地的汪老师去他的

菜园子里摘菜。汪老师是个顶和善

的人，跟谁说话都是一脸的笑意，我

们跟在他后面，听他讲小镇的趣事。

听他骄傲地给我们介绍他的菜园子，

种了哪些菜，什么时候种的，哪些菜

可以吃了。他反复强调：“你们只要

有空，就来摘菜吃，懒得买了”

汪老师的菜园里，绿油油的全是

小油菜。这些小油菜全都抽出了菜

薹，有的高，有的低，直直的菜秆儿头

上有一簇簇的还未开的油菜花，有些

窜得快，已经有星星点点黄色的菜花

了。这个时候的菜薹是最好吃的，无

论是清炒还是炝炒，都十分鲜嫩。我

们用手轻轻一掐，“啪”的一声，菜薹

就断了。掐断处，还会流出鲜嫩的汁

液来。

不止菜薹，还有莴笋、香菜，我们

在汪老师的菜园子里来来往往。原

本全都不怎么做饭的我们，渐渐地，

都爱上了做饭。

当然不止汪老师，还有许多本地

的老师，总会在冬日煮一锅热气腾腾

的火锅或是腊肉，邀请我们去吃。山

里的日子，渐渐变得活色生香起来。

小镇没有别的娱乐方式，逛街有

时候就成了我们的消遣。说是“逛

街”，显得有点儿过于“洋气”了。其

实一到了傍晚，小镇没有几家店铺是

开着卖货的，他们开着门，是因为他

们就是本地人，他们坐在店门口，就

如同我们坐在自家院子里。

从校门口出发，一路走过去，少

不了全是一张张质朴真诚的脸，以及

一声声热情的招呼：“代老师，逛街去

啊 ！”“ 某 某 老 师 ，你 们 吃 过 饭

没？”……

特别是校门口杂货店的李叔和

阿姨，有时候到他们的店里去买点东

西，总是给得少拿得多，什么红薯啦、

腊肉啦、炒栗子啊，一坨一坨地往我

的怀里揣。还有校门口早餐店的陈

姐和江哥，每次去他们店里吃碗米粉

吧，海带牛肉准是大块大块的，一笼

包子里总是会多出那么一两个……

不止他们，还有许许多多我写不出来

的慷慨与热情。

这让我们常常感叹，小镇虽小，

但小镇上的人们心胸却格外宽广博

大。都说现在的老师地位不如从前，

但在小镇上，我们却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了，一群质朴的人们对老师的尊敬

和对教育的重视。

后来，由于工作发生了变化，我

来到了小城，但小镇上那些人的音容

笑貌却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和

小镇告别的时候，我无限伤感，经年

累月地生活在小镇，已全然忘记我只

是此间匆匆的一个外乡人。

其实不管是在镇上还是小城里，

无时无刻，我都在感受着人与人之间

的温暖与善意，哪怕在他们看来，只

是一句平淡的话语、一个微小的动

作，对于我们这些常年在外工作的人

来说，却如同冬日里一簇窜动的火

苗，温暖着我们。

我想，哪怕天寒地冻，哪怕身处

他乡，有了这些温暖，我们不但不会

常常陷入“思乡”的苦闷中，而是从心

底就会把他乡认作故乡，珍惜在他乡

的每一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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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又到
樱桃花开樱桃花开时时

■ 唐雅冰

二月二
踏青“课”

■ 马海霞

把他乡作故乡
■ 代蕊

苟婷参加酒店知识技能培训

苟婷（左一）获得2020年巴中市餐饮摆台大赛一等奖
本报记者 郭路路整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