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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定格在 2018 年 8 月 30 日下午 6 点 23 分，
掌声、歌声、朗读声回荡在桑植县澧源镇二小校
园的上空，该校 202 名教职员工齐聚在多功能报
告厅，他们忘却了时间，忘却了疲惫，脸上流露
出的是满满的幸福，是对该校“慧”文化浸润后
的享受。

近年来，桑植县澧源镇二小紧扣学校主旨文
化——慧，构筑灵慧校园，打造明慧团队，争做
智慧教师，培育德慧学生，造就聪慧童星，取得
了不俗成绩，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的高度肯
定，成为全县、全市乃至全省的校园文化建设

“明星”。在这场没有终点的精神接力中，该校的
全体教师们在思想交锋中艰难跋涉，扎扎实实打
基础，老老实实抓落实，用百分之百的干劲冲刺
在路上。

传递一支“接力棒”：用“慧”文化立校育人
今年 8 月，该校送出优秀教师 23 名，新选调

教师 48 名，聘请教师 18 人，实习教师 6 人，可以
说，学校教师是大“换血”，各项工作都是重新

“洗牌”。就在全县教育人都在静静地看着该校如
何出招时，在王渝成校长的带领下，该校班子提
前制定了学校各项计划，特别制定了新进教师及
全体教师的培训工作，通过 3 天的培训、互动、
合作、展示，校园“慧”文化在新进教师队伍中
深深地扎下了根。

5 年前，学校校长调整，在工作交接班时，
前任校长拉着新任校长王渝成的手郑重地说：“用

‘慧’文化立校育人，是我们二小人代代传承的一

支‘接力棒’！”
从 2009 年开始，该校党支部、校委会一班人

始终注重从思想上把握师生，以‘慧’文化作为
立校育人之本，使‘慧’文化融入师生的灵魂，
成为学校的灵魂，已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二小人的
心灵。

几年前，女教师涂琼从乡里学校调到该校，
害羞、不善言谈是给人的印象。她在学校”慧

“文化的熏陶下，“做智慧教师、育德慧学生”成
了她不竭的工作动力，通过向学校优秀教师学
习，通过不断的自学加压、课改挑担，两年后成
为 了 学 校 的 教 学 能 手 、 课 改 先 锋 、 理 论 专 家 ，
2017 年调到县教育局教研室，主抓全县的语文教
学工作。

“看一看学校的荣誉墙，想一想我为学校做了
什么？看一看从学校走出去的先进，自己与他们
的差距有多大？看一看学校聪慧的学生，想一想
自己与他们的期待还有多远？”当教师在工作中遇
到困难挫折、产生思想包袱时，对照“三个看一
看 、 三 个 想 一 想 ”， 所 有 的 困 难 “ 那 都 不 是 事
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争当
标兵、争创先进已蔚然成风。

坚守一条“铁律”：持之以恒促养成
用铁的纪律、制度管人是该校的一贯做法，

用校园“慧”文化熏陶人、感染人、促养成是该
校坚守的一条“铁律”。学校坚持把工作想深、抓
细、做实、求全，渗透到学校工作的每一个层
面，每一个环节，注重从新教师上岗培训开始，

注重从一年级学生入学开始，注重从落实学校的
一日常规开始，逐渐养成了时时处处讲文明、爱
学习、守纪律、讲团结的良好习惯。

学校用滴水穿石之功，收潜移默化之效。通
过学校两任班子的坚守，该校师生的一举一动都
形成了该校的特色，做到了“三个一样”：检不检
查一个样、评不评比一个样、领导教师在与不在
一个样，始终保持谦虚好学、争先创优的干劲。

近年来，该校课堂教学改革、少先队工作、
学生社团等工作声名远扬，各地友人纷纷前来参
观见学，该校一个月连续接待了全县 4 所乡村学
校教师跟班学习，从早到晚，老师的一举一动、
学生的一言一行都尽收眼底，跟班学习的教师都
是带着赞许、带着收获离开。

学校从日常教学中的一点一滴抓师生养成，
抓制度落实，从上班、三操、吃饭的纪律抓起，
从孩子们课前准备、上课、课间细节抓起，从老
师们的备课、教学、教研抓起，促使他们在学校

“慧”文化的引领下不断取得进步，不断突破自
我。

一次，学校在迎接了上级考核过后，面对荣
誉少数教师产生了“歇一歇”的想法，而王渝成
校长的话让他深感惭愧，“我们的工作不是干给别
人看的！”于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学校

“慧”文化注入了新的诠释，学校全面建设得到了
大幅度提高。

攥紧一个“绝招”：扎扎实实抓落实
今年上半年，全县教育系统党建+德育工作

在该校召开，该校在介绍学校文化建设经验时没
有高谈大论，一句最朴实的话获得全场经久不息
的掌声，“没有别的，就是从早到晚实实在在工
作，扎扎实实抓落实。”

几 年 来 ， 该 校 在 各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突 出 的 成
绩，受到了上级表彰。“学校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而校园文化建设更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
精神接力！学校把成绩当成一种动力和鞭策，只
有 对 照 上 级 文 件 要 求 ， 充 分 发 挥 、 挖 掘 校 园

‘慧’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学校才能取得长足进
步！”校长王渝成如是说。

2016 年 8 月，学校班子大调整，有人向学校
新班子工作支招：“新班子只要确保学校不出事，
在现有基础上荣誉自然会有！”而新班子清醒地认
识到：“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如果稍进即喜、稍进
则安，学校全面建设就不能取得新突破，已有的
局面也很难保住！”为此，面对成绩找差距、拿起

“放大镜”找瑕疵，通过“慧”文化的进一步解读
诠释，该校“一班人”形成了共识：不为取悦领
导干工作、不因荣誉而固步不前、不因教师流动
换思路、不因学生变化而打折扣，就是扎扎实实
围绕学校的“慧”文化全面铺开各项工作，全面
总结各项工作，全面评价各项工作，在这场没有
终点的精神接力中永不停歇！

没有终点的精神接力
———桑植县澧源镇第二小学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纪实

向国军 李自求 杨申勇

一片片红叶
承受不了季节的重量
纷纷从母亲的怀抱出走
我深情地拾起你
拂去晶莹的泪滴
你憔悴而枯瘦的身体内
交织着血与肉
灵与魂的痕迹
我想亲吻一下
感受你诗的温度
我仿佛看到了你
来世的笑靥
（作者系桑植白石学校退休教师）

红叶
赵历程

不 知 不 觉 中 ， 夏 的 纱 衣 变 得 单
薄，秋叶带来了第一封秋的书信。上
面纹路纵横，密密麻麻地写着秋天的
故事。

整个城市的色彩变得浓烈起来 ，
连绵起伏的天门山，从蓬勃的翠绿变
成了浓重的青绿，在云雾翻滚间，浓
墨重彩如一幅水墨画。澧水河缓缓流
动着，河岸边树木开始飘下淡黄的树
叶，落在河里，打一个旋，飘向远方。

张家界的秋天，来了。
在热闹的果园里， 石榴像一个红

灯笼，成为上山人的路标，它咧着嘴
笑 着 ， 脸 上 红 扑 扑 的 。 橘 子 更 是 可
爱，秋风轻轻地抚摸它的脸，它便高
兴地摇来摇去。葡萄晶莹剔透，像天
上的星星。

秋天的张家界，到处飘着香气 ，
透着甜味。果子装在竹篓里，担在扁
担上，吱吱呀呀地下了山，新鲜的果
子，甜透了大街小巷。

秋天的校园，清晨的空气清爽无
比，同学们精神百倍。操场上多了一
些锻炼的同学。上课铃响了，树叶沙
沙 ， 仿 佛 在 和 着 同 学 们 朗 朗 的 读 书
生。下课铃声响了，同学们都冲到了
操场上，音乐响起了，伴着秋风拂过
耳旁呼呼呼的声音，整齐的节奏，跳
动的是我们精彩的童年。

张家界的秋天，是博大的，它无
私的把果实带给大地。

张家界的秋天，是绝美的，造物
主偏袒地赐予它美好。

张家界的秋天，是灵动的，所有
的我们都在成长路上！

（作者系张家界崇实小学南校六年
级 1 班学生 指导教师：大鱼）

张家界的秋
黄子萱

我 回 家 了 ， 去 看 我 的 豆 芽 ， 呀 ！
豆芽不见了。

我问妈妈，妈妈说：“豆芽被我倒
了。”

我说：“为什么要倒？”
妈妈说：“清水杯里的绿豆上面的

的水是白色的沉淀物。”
“那盐水杯呢？”我问。
妈妈说：“盐水杯中的水成灰色的

哪，闻一下，一种不好的味道。”
我说：“那为什么不换水，把盐水

杯的倒了，还过得去。把清水杯中的
也倒了？总要给我留一杯呀！”

“我又没想到呀！”妈妈说。
“ 那 看 来 又 要 重 泡 ， 重 新 观 察

了。”我又说。我边说边哭起来，“这
是我自己泡的，每一步都是我自己做
的。要是别人把你自己得来的东西扔
了，你一定也会很伤心的呀！”

妈妈很愧疚，我也很伤心。
豆芽，你在哪里？我好想你。

（作者系桑植县澧源镇一小四年级
377 班学生）

豆芽，你在哪？
覃铭棻

“斗米养恩，担米养仇”，这是句老话，
既是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也是一则渊源深
远的成语。其实这则成语的原话是：斗米养
恩 ， 石 （dàn） 米 养 仇 。 当 然 也 有 “ 升 米
恩，斗米仇”的版本，但大体的意思没有改
变，就是如果你在别人危难的时候给人很小
的帮助，人家会感激你，但是帮助的过多，
那么帮助者的出发点与最终要抵达的目的
地，很可能就会南辕北辙，相去千里了。其
蕴含的哲理极其深刻，故事大抵如下。

从前，有两户人家是邻居，平时关系还
不错。其中一家人因为能干些，家中要富裕
的多。这两家本来没有什么恩怨的，可是，
这一年，老天爷发怒，降下了灾祸，田中颗
粒无收。这穷的一家没有了收成，而富的一
家买到了很多粮食，想着大家邻居的，就给
穷的一家送去了一升米，救了急。

这穷的一家非常感激富人，认为这真是
救命恩人呀！熬过最艰苦的时刻后，穷人就
前往感谢富人。说话间，谈起明年的种子还
没有着落，富的一家慷慨地说：这样吧，我
这里的粮食还有很多，你就再拿去一斗吧。
这穷的千恩万谢地拿着一斗米回家了。回家
后，他的兄弟说，这斗米能做什么？除了吃
以外，根本就不够我们明年地里的种子，这
个富人太过分了，既然你这么有钱，就应该
多送我们一些粮食和钱，才给这么一点，真
是坏的很。这话传到了富人耳朵里，他很生
气，心想，我白白送你这么多的粮食，你不
仅不感谢我，还把我当仇人一样忌恨，真不
是人。于是，本来关系不错的两家人，从此
就成了仇人，老死不相往来。

而“升米恩，斗米仇”则与此有异曲同
工之“妙”：当一个人快饿死的时候，你给
他一升米，他会把你当作恩人；可你要给了
他一斗米，他就会想，既然你出得起一斗
米，就能给我更多，你要不给我，那你就成
为我的仇人了。如果你持续这样下去，突然
某次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帮忙，对方就会记恨
你。就好比接受救济的人，习惯了之后往往
认为救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不会考虑
自己去干点什么，靠自身的劳动来获得食
物。

如 果 你 后 来 发 现 他 已 经 恢 复 了 劳 动 能
力，你不救济他了，他就会对你记仇。这是
因为，对方把原本你爱心资助的东西当成了
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斗米恩，石米仇。
指得就是对别人的帮助，让其形成了依赖，
由感激变成了理所当然，以至于最后成仇。

这些听上去耳熟能详并且令人唏嘘不已
的故事，其实并不一定都在故事里，因为有
些时候，我们自己就是故事中人，我们自己
就是身临其境的“肇事者”，比如我们对于
孩子的教育初衷、过程与结果。

比 如 我 们 有 些 家 庭 里 就 存 在 这 样 的 现
象：那些父母的“掌中宝”们，在外面不思
进取，一无所成，却在父母面前撒泼耍赖自
以为是，令人头痛的自恃金贵、自以为金贵
所导致的“不好管、不能管、管不得”，父
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似乎都是应该的，啃老
肯得理直气壮，不要谈什么感恩了。

为什么会这样？家庭教育需要一种教育
格局，父母的教育格局中所蕴藏着的教育思
想与教育理念，将会决定每一个孩子的教育
的方向，而被教育格局所主宰的教育的方向
则会影响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质量。 这个话
题，下期继续。

格局篇十一

斗米养恩，担米养仇（一）
李炳华

李白曾感叹：浮生若梦，为欢几
何？很是消极。他的才华自不必说，
但我认为，大多数人的努力不及一片
普通的茶叶。

那天，我带着无可言喻的疲倦，
无精打采地从学校回到了家。当我走
到楼梯口，一股令人陶醉的清香扑鼻
而来。当我打开家门的那刻，我顿时
感受到了什么是人间仙境，什么是叶
中之王。我的乌云消失了，太阳又露
出了灿烂的笑容；我的紧张与不安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信与阳光；我
的无精打采更是销声匿迹，换之精神
抖擞。此刻，我被父亲的叫声从如痴
如醉的画面中揪了出来。

看着父亲有滋有味地喝着茶，心
动不如行动，我也开始泡起了茶。我
马马虎虎地将茶叶放入冷水中浸泡，
只见茶叶就像老婆婆一样蜷缩着身
子，曾经令我陶醉的香气也没有如期
而至。我一脸迷茫，只能用羡慕不已
的眼神看着父亲津津有味地品评。

似乎是眼神出卖了我，父亲走过
来，拿起一个杯子，一包茶叶，不同

的是，他拿起一壶沸水！
他将茶叶分成四等份，

将沸水和四等份茶叶相交加
入杯中。只见沸水无情地拍打着
茶叶，茶叶上下翻滚，好像在痛
苦地呻吟。然而，奇妙的一幕发生
了，茶叶张开了它那蜷缩的身体，变
得直立挺拔。它也褪去了曾经的黯
然，重披绿甲。渐渐地，令我难以抗
拒的香气又充满了整个房间。

父亲将茶杯递给我，意味深长地
说：“茶叶在冷水中只能安于现状，
只有在沸水中经过滚烫打磨，才能散
发出令人陶醉的香气，展现出生命的
价值！”

人生不亦如此！十二年的寒窗苦
读，只为有一日王者归来。奋斗吧，
少年！

（作者系桑植一中 1802 班学生 指
导老师：涂娟）

似水的年华，有太多的往事，就像田野
飞扬的蒲公英，却又闪出最耀眼的光芒，追
忆那些往事，追忆那些往事，追忆那沉在心
底的最甜美的感动。

那 年 三 月 ， 桃 花 盛 开 ， 走 进 奶 奶 的 桃
园，院子虽然不大，但这个地方可是奶奶的
秘密基地，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随手摘下
几 朵 粉 红 色 的 桃 花 欣 赏 起 来 ， 嘴 里 哼 着 儿
歌 ， 又 蹦 又 跳 地 跑 到 奶 奶 面 前 ， 大 声 喊 ：

“奶奶，这桃花真漂亮！”奶奶回过头，笑着

抚摸着我的头说：“是啊。”
小时候的我总是流连于那桃园，经常到

处乱跑，在十几棵树下嘻戏，一玩就玩到天
黑。等到奶奶叫我时，我就偷偷地躲起来，
一直到奶奶找不着了，叫累了，我才偷偷溜
到她的身边，一下子跳出来。奶奶每次都被
吓一跳，然后抱着我亲切一说：“走，我们
回家吃饭。”夜晚，我和奶奶一起在月光赏
月 ， 她 给 我 讲 那 些 动 人 的 神 话 ， 如 牛 郎 织
女，玉兔捣药，嫦娥奔月，那时候，我每天

是多么快乐啊！
可今天，奶奶生病了，我只能独自赏月

了，那一瞬间，无数的花瓣轻轻摇曳，承载
着我的思念。抬头，我隐约看见一个矮小的
身影，迎着晚风向我走来，难道这是奶奶？
近了，近了，真是奶奶！我急忙跑过去，看
着奶奶那苍老的面孔，我哭了。

奶 奶 见 了 我 笑 着 说 ：“ 乖 孙 ， 我 来 了 ，
就知道你在这儿。”望着奶奶那盛满爱的眼
光，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

那 夜 ， 月 色 真 美 ！ 月 亮 洒 下 淡 淡 的 光
晕，树像喝了月光酒一样，将自己的影子倒
映在墙上，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着。门前的小
河边上，萤火虫飞来飞去，时而为芦苇点亮
一盏灯，时而为柳树做一个发夹⋯⋯一切都
是那么静谧。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忆
及那月光下的淡淡身影，我的心境与梦境立
刻觉得有声有色。

（指导老师：姚永清）

奶奶走到月光下
桑植县澧源镇中学 209 班 万颖

这天是立春，距离过春节还有十一天。
虽说到了立春，天空仍下着小雪，时不时还
刮着刺骨的冷风。

我 坐 车 从 外 婆 家 回 县 城 ， 大 巴 车 发 动
了，我关上车窗，悠闲地欣赏着窗外美丽而
又略带忧伤的雪景，怀想着童年太多关于雪
的故事。

突然，我的遐思被司机的一个急刹车打
断，车上的乘客也是一阵愕然。

紧 接 着 ， 车 门 被 司 机 打 开 ， 我 这 才 看
清：原来，门口站着一位瘦弱的中年妇女和
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妇女急急忙忙一边往

车里钻，一边要求司机立刻关门，车下两位
老人则紧跟在她身后，抬着一个蛇皮口袋硬
是要往车上塞。售票员喊着：“把行李放后备
箱！把行李放后备箱！”说着便要将那口袋提
下车。那妇女则扯着尖嗓子叫道：“妈！我不
要，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并抓着蛇皮口袋
死活不让老人把它放上车。

这时车上的人显得有些不耐烦了，司机
更是直截：“算了，算了，你们去坐别的车，
下去吧。”老人大声喊到：“师傅！你能不能
等一下？让她把这些带上啊，下次也不晓得
她么时候才回来⋯⋯”老人近乎乞求的话让

大家一愣。一位男乘客站起来说道：“好了，
好 了 ， 姑 娘 心 疼 老 人 ， 老 人 家 又 舍 不 得 姑
娘，等一下他们吧。”车上的人顿时都沉默
了。最后，老人还是没拗过女儿的倔强，口
袋硬是没塞上来，随着车子的发动，老人无
奈地挥着手，嘴里还大声嘟嚷着什么⋯⋯

车已走远，我透过车窗看到路边两位老
人 ， 瑟 立 在 寒 风 中 ⋯⋯ 那 妇 女 已 坐 在 座 位
上，红了眼眶，哽咽道：“我男人不在了，我
一个人在外打工，为了两个小孩读书，一年
回来不了几次，还没过年又要走了，我对不
住父母，老人家不仅不怪我，还要给我带一

袋腊肉，我怎么忍心拿⋯⋯”听完这些话，
有人同情地附和，也有人沉默。是啊，她何
尝 不 想 在 家 陪 老 爸 老 妈 ， 陪 陪 自 己 的 孩 子
啊，何尝不希望在家过一个幸福愉快的春节？

然而生活似乎总会缺一点完美，让多少
家庭多少亲人痛苦在聚散离合中。真是“相
见时难别亦难”。我忽然鼻子一酸。真希望天
下好人都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啊！

窗外，依然飘着雪花，我却再没有好心
情。因为这天，我见证了一场离别，一场我
不忍心见到的离别⋯⋯

（指导老师： 杨跃清）

相见时难别亦难
桑植县澧源镇中学 224 班 朱彦

非凡茶
刘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