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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老师，教过我的老
师很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令我终生难忘的
是已故的王世才老师。为了缅怀王世才老师，
感谢他的培育之恩，我撰写这篇文章纪念他。
为了详细了解王世才老师生平经历，行笔前我
登门拜访了王老师遗孀——84 岁高龄的鲁清
芬老师。说明来意后，鲁老师异常兴奋，娓娓
道来——

从小勤学，圆梦“园丁”

王世才老师1939年出生在六枝岩脚古镇的
一个教育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老师，他
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45 年启蒙读书，
1950年在岩脚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郎
岱初中就读。1953年中考，他又以高分被普定
高级中学录取。解放初期的中国，教育资源贫
乏，很多地方一无学校，二无老师，适龄儿童无
法接受教育。目睹现状，王世才立志要当一名
好老师，为新中国教育事业贡献力量。高中阶
段，他在学好各科基础知识的同时，对一些偏题
难题认真解答，实在弄不懂的，就请教老师。
1956年高考，他成了当年普定高中理科状元，理
应被当时国内一流的师范院校录取，但王世才
因受家庭成分影响，被迫就读安顺师专数学系，
虽有遗憾，但却圆了他的教书梦想。1959年，他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安顺师专后，被分配到新华
区小任教，教高年级数学。执教工作中，他全身
心投入，精心施教，学生成绩逐渐好转，他感到
非常欣慰。1961年秋，鲁清芬老师从郎岱调入

新华区小任教后，两人互相关心，相互勉励，志
同道合，很快结为伉俪。

兴办学校，造福一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浩劫中，
知识分子被骂成是“臭老九”，王世才老师与鲁
清芬老师夫妻俩均被排挤，1967年举家迁到偏
远的老马小学。

老马小学建于1952年，建校时设一至四年
级，王世才夫妻俩到校后增设了五年级，使该校
成为一所完小，但办学条件一直简陋，当时任课
教师大多为民办教师。1973年，王世才夫妻俩
面对动荡的文革，顶住诸多压力，经多方努力，
终于获批增建一间300平方米（五个教室）的石
墙瓦房校舍。因资金缺口较大，他发动师生义
务投工投劳，校舍于1974年建成，同年他们认为
办初中的条件基本成熟，并向上级主管部门申
办附设初中并得到批准，当年秋季正式招收初
一学生。王世才老师跟班直至初三，后来他一
直承担初三的数学、物理、化学教学。至此，老
马片区的学生不用走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上初
中，王世才老师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三尺讲台，辛勤育才

王世才老师对学生很严，对上课打瞌睡或
精力不集中的学生，他总会把他们叫到黑板右
侧站着听课。凡上课时嬉戏打闹影响课堂纪律
的学生，他则令其站在黑板前，当着全班同学面
罚打手心 10 个（用教鞭轻轻抽打右手心 10

下）。他布置的作业要求学生必须按时完成，若
因不会做不能按时上交的，则在课间或放学后
亲自辅导完成。

王世才老师生活俭朴，不拘小节。上课时，
他时常习惯性地把左手插入左背侧裤带内，右
手在黑板上边写字边讲课，有些学生开玩笑说：

“王老师教书不费吹灰之力，左手插在裤腰带上
也能把数理化教好！”

王世才老师对教材滚瓜烂熟，他时常不拿
课本，带上几只粉笔走进教室，告诉学生翻开课
本某页，今天讲某章某节某某内容。他目光如
炬，声如洪钟，言简意赅，讲完并强调了重点内
容。要求学生一定要掌握，然后口头出习题，一
节课就这样轻松结束。

王世才老师还善于把握教学及中考的重
点，在每年的中考中，他所教的学生数理化三科
都会取得优异成绩，外界传言他会猜题押题，其
实不然，是他紧紧抓住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精
心指导学生反复学深学透，并围绕重点内容解
答各种类型的题目，使学生在中考时得心应手。

勤奋耕耘，硕果累累

1977年，“十年浩劫”结束，国家全面恢复考
试制度，教育战线迎来了希望的春天。同年，王
世才老师带的这一届毕业生中就有两个学生考
取中专，之后逐年递增。一时间，老马小学带帽
初中名声大振，周边的马场、白泥、新华、岩脚、
龙场甚至六枝城区的莘莘学子都慕名前来就
读。寒门学子们纷纷考取中专、中师，且他家的

5个子女也没辜负他们的希望，其中三人考入全
国重点大学，一人进本科，一人上师专。1981
年，六枝特区教育局对1980年全区教学质量评
比光荣榜上：“高中第一名：特区一中；初中第一
名：老马小学；小学第一名：特区一小”。老马小
学初中部教学质量位居特区直属学校和各区
（镇）学校之首。因教学工作出色，1987年，王世
才老师被调到六枝特区三中任教。在该校执教
期间，因教的班级教学质量遥遥领先，大批学生
纷纷要求进入他所教的班级学习。如今他的学
生桃李满天下，大部分成为行业和部门的业务
骨干，也有少部分走上领导岗位，这算是对他辛
勤培育的最好回报。1999年，年满60周岁的王
老师光荣退休，为其一生钟爱的教育事业划上
圆满的句号。

脑患疾病 不幸离世

退休后的王老师与老伴相依为命，他既要
操持日常家务，又要照顾身体欠佳的老伴，闲暇
时在老年大学的棋牌室活动活动，安享晚年。
2010年，王世才老师突然发现自己容易忘事，反
应逐渐变得迟钝，记忆力明显下降，有时精神混
乱，经医院查诊为脑萎缩，这或许与他年轻时用
脑过度有关吧。2017年10月，王世才老师安详
离世，享年79岁，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党
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敬爱的王
老师，老马片区的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您，您
的学生们永远缅怀您，愿您在天堂安好！

人生在奉献中闪光人生在奉献中闪光
—— 怀念王世才老师

□卢 祥

音乐是心的桥梁，音乐
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
在潜移默化地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刚刚过去的国庆节
期间，盘江股份举行了一场
欢庆新中国75周年华诞的一
场红歌大合唱比赛。这场大
合唱的魔力震撼了我，同时
也震撼了现场很多人。那气
势、那旋律，激起了多少人心
中的那份激情和斗志。这是
大合唱比赛吗？不，那是一
场点燃激情的“金钥匙”，我
抑制不住内心的那份冲动，
不 禁 竖 起 拇 指 ：棒 ！ 棒 ！
棒！他（她）们用歌声唱出了
对伟大祖国那份真诚的爱，
那舞动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
场，让许多人热泪盈眶。一
首首激昂奋进的歌曲，听醉
了我的心，这场大合唱是极
具工匠精神和团队精神的高
雅艺术！

不得不说，一个企业真
的离不开文化，以文立心、以
文铸魂，汇聚了 3 万多名干
部职工热爱盘江、奉献盘江、
奋斗盘江的精神力量。文化
不是静止的，文化是有活力
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命的灵魂，一场大合唱比
赛就像一块“磁铁”，散发着灼热的温度，把大家
的思想和行为牢牢系在一起，这就是大合唱的魅
力所在。

回望大合唱排练，不得不说这是一次提高
职工文化素养的飞跃，如何让一群非专业且音
乐素养参差不齐的人演绎出一场精彩绝伦的大
合唱？高声部、低声部，对每个人配合演唱的要
求都那么高，总结下来，这应该就是“团结的力
量”。跳动的音符，铿锵有力、娓娓动听，充满了
独特、闪光且值得欣赏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在
用心、用情演唱，用音乐感悟初心，用歌声铭记
初心。只要你在现场，就会真切感受到每一个
细节都散发着温暖，那是在用歌声讲述着他
（她）们的故事，讲述着我们的企业文化，这是大
合唱独特的魅力。身随心动，全场呐喊声一片
一片激荡开来，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热情澎湃、
忘乎所以，令人振奋。那一刻我在想，这大抵就
是我们盘江的企业精神吧！

由此可见，大合唱不仅有较高的艺术感染
力，而且还能使企业内部拧成一股绳。职工身心
愉悦了，同事间和谐友善了，工作更有干劲了，让
人欣慰。你看！盘江的空气中充满了浓厚的文
化分子，健康、和谐、向上，充满朝气，企业文化真
的那么神奇吗？是的，它是一个企业的精神财富
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它是对外的一面旗帜、对内
的一种动力。

新时代的进步让我们乘风破浪解放思想，大
家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盼望的都是美好的，
一首首歌声唱活了时代主旋律。盘江股份有关
负责人热情洋溢的致辞说得真好：“我们站在崭
新的起点上，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挑战与机遇，更
要铭记历史、接续奋斗，勇敢担负起新时代赋予
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在挑战中不畏惧，在机遇中
谋发展，让我们凝心聚力、奋勇向前，让我们满怀
热情、纵情歌唱，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盘江未来发展的信心融入
美妙的歌声中，唱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矢志
追求，唱出携手并肩、阔步前行的昂扬斗志，唱出
我们盘江人的无限风采！”

在这个热血的季节、蓬勃的季节、奔跑的季
节，让我们更加心连心，持续奏响盘江奋进“大合
唱”，唱响盘江发展“繁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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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城 烙 锅
□丁伟恒

天 野 苍 苍 ，潇
潇雨歇，乍又春暖
还寒，早穿棉袄午
穿纱，晌午秋装晚
冬装，一年四季一
日更替，江山如此
多娇，生活如此丰
富，自然如此多变，
予人感叹之多！

山 野 绵 延 ，乌
蒙迭起，青山苍翠，
绿水长流，人间仙
境，大美两河，春秋
仙雾飘渺兮，真是
像雨像雾又像风！
早晚浓浓连片，一
眼望不到边，真有
云里雾里之感，开
车游行，突感像孙
悟空驾天马；一人
游走，像得道成仙，
多 年 修 行 终 成 正
果；两人挽手其间，
感觉金童玉女，两
小无猜，时空跨越
千年一般！

境 内 哒 啦 仙
谷，国家 4A 景区，

名闻天下，游客慕名而来，仙风惹
得游人醉！带家人游，你是幸福
的；带情人游，你是浪漫的。鄢官
水库，碧波荡漾，微风吹来，水面万
两白银在眼前，半百大鱼在其间！
野生活鱼，美味让人垂涎，吃在嘴
里，回味无穷！植物园里，仿生动
物惟妙惟肖，艺术魅力大放异彩，
园丁工匠精神尽显，游人游走其
间，让人眼前一亮，心旷神怡，情不
自禁，合影留念，时光凝住！

枢纽两河，联通东西南北，境
内交通发达，高铁高速小飞机，盘
州有名“铁公鸡”，来往客人从此
去，走遍南北又东西！美食两河，
大西瓜甜又甜，臭豆腐实在香，洋
芋烤得啪又香，两河花椒确实麻！
趣景两河，西有观光园，东有哒啦
仙谷，北邻九峰莲池，南接古城双
凤！繁忙两河，集市遍地，每逢赶
集，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好一派繁
忙景象，周一赶两河，周三冯家庄
沙坡，周四赶博大，周五老机场，周
六赶瓦厂爬山！开放两河，招商引
资，大力开发，一鼓作气，山崩地
裂，沟壑填平，欣欣向荣，势头劲
猛，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

吾至两河，已五年半，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景一
念，回想往事，历历在目，感
受颇多，今日有空，写下一
点，微表心情！

任何一种美食的背后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故
事，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情追求，是民族
文化发展的重要注脚。

水城烙锅始于清初,已有300多年历史。传说
清初吴王剿水西时，平西王吴三桂调兵到水城后粮
草不足，官兵们只得找来瓦片、砂锅片和瓷坛片，将
它们的凹面向下、凸面向上，架在石头围起的柴火
上，倒菜籽油烤烙洋芋及其他荤素野菜等食物充
饥，一时的无奈之举竟然创出了独特美味。因其烙
制食物最初是以洋芋为主，就以“烙锅洋芋”的叫法
延续流传下来。

改革开放后，烙锅洋芋以地摊方式如雨后春
笋般在水城的街头巷尾破土而出。人们还将起初
使用的不带边的凹状烙锅片改制成了中间呈凸状
的黑砂烙锅。烙锅食材也在以洋芋为主的基础上
增加了地方出产的臭豆腐等，且配有五香辣椒面
蘸料。

位于市中心城区钟山大道凤池园旁的水城老
城，始建于清雍正10年（即1732年），因环城皆水而
得名“水城”，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曾经是原
水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水城县拆分为钟
山区和水城区，同为市中心城区主体区域，故人们

习惯上仍然把钟山
区和水城区看成是
一个整体，笼统地称
为“水城”。

1992年后，烙锅
洋芋逐渐搬进了水
城老城店铺，因此人

们又把烙锅洋芋称为“水城老城烙锅”。
2000年，随着凤池园的改扩建，水城老城也相

应改称“水城古镇”，水城老城烙锅焕发出逢勃生
机。烙锅形状和材质演变为凸锅、凹锅、平锅和黑
砂烙锅、铸铁烙锅、黄铜烙锅、电磁炉烙锅等等。烙
锅食材已经包罗万象，海鲜禽畜、鸡鸭牛羊、家野蔬
菜等各种荤素原料，均可放到锅中烙食。烙锅蘸料
从过去单一的五香辣椒面，增加有蒜香辣椒面、烧
青椒水豆豉蘸水、折耳根糊辣椒蘸水等不同口味。

水城老城烙锅店从原来的二十几家发展到
现在的百余家，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城古镇烙
锅美食一条街，水城老城烙锅涅槃重生为“水城
烙锅”。

水城烙锅，无所不烙，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
烙不到的。一口锅，一瓶油，一碟蘸料，一堆天南海
北的食材，在这方寸之间尽显“烫、辣、麻、香”风味。

水城烙锅以其香辣爽口、味道奇特、油大不腻、
开胃可口而闻名，从而成为贵州民间一道享有盛誉
的美食。

新鲜的食材搭配与独特的烹饪技术和味美的
蘸料融合，如同一首诗，传递着大自然的馈赠和人
类智慧的结晶，这正是水城烙锅的魅力所在。

贵州烙锅何其多，唯有水城味最纯。
2001年，水城烙锅被中央电视台

评选为“西部一绝”后，水城烙锅开始
走出水城，呈井喷式迅速风靡贵州各

地和周边省份。据不完全统计，六盘水市已有超过
500家烙锅店。很多外地的夜市小吃街，都纷纷打
着醒目的“水城烙锅”招牌，不少食客已把原来吃串
串香喝啤酒的习惯转为吃烙锅喝啤酒。

2018年，全国饭店餐饮行业权威专家考核组一
致认为“水城烙锅”烹饪方法特别，历史悠久，文化
积淀深厚，得到了消费者的充分认可，是全国特色
美食。中国饭店协会在水城古镇授予六盘水“中国
烙锅美食之都”称号，为水城烙锅颁发了“中国名小
吃”证书，标志着六盘水市多年来精心打造的水城
烙锅美食正式得到国家专业性行业组织的认可。

在平均海拔1700余米、夏季均温19.1℃的中国
凉都·六盘水，你可以大快朵颐地品尝滋滋作响、香
味扑鼻的水城烙锅。同时，来一碗酸菜豆汤饭，土
到极致就是潮；点一杯冰粉，享受一个甜蜜的时
光。酸汤饭和冰粉堪称烙锅的绝配，百年特色饮食
文化味道尽在其中。

“到了水城不吃烙锅，你都不能算来过。”纪录
片《舌尖上的中国》这样描述水城烙锅。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烙”乎？在六盘水，没有
什么是一顿烙锅解决不了的。

对于一个水城游子而言，无论在外漂泊多久，
即使乡音已改鬓毛衰，但对故乡的无限意念仍然是
水城烙锅。

对于一个外来旅客来说，世上唯有爱与美食不
可辜负。如果爱已辜负，美食就不能再辜负。人间
纵有万般苦，不比烙锅一口香。千回百转，水城烙
锅就是你味蕾与灵魂的邂逅。

水城烙锅犹如调色板，丰富多彩，细腻入微，它
们交织在一起，描绘出一幅生动活泼的美食画卷。

水城烙锅，一锅容天下!
烙烙烙，烙出人间烟火气!
烙烙烙，烙出人民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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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对于重阳节，过去没有太多的认知。虽然我已

退休七年，但属于提前退休，目前也才五十有五，还
没有真正意义上步入老年人行列，加之父母去世多
年，对重阳节关注也就少了些。

进入农历九月，眼见重阳节渐近，闲暇无事，通
过百度，从而对重阳节有了一些认识。重阳节又称
登高节，还有重九节、茱萸节、菊花节等说法。九谐
音久，有天长地久，健康长寿的含义。1989年，我国
将农历九月初九定为中国老人节；2006年，重阳节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由此，我从“遥知兄弟
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古诗词一知半解中对重
阳节又有了新的认知。

进入龙年，我报名参加市老年大学开设的书画
春季班，尝到甜头后我又报了秋季班。重阳节前两
天，班长在班级群里转发了市老年大学通知，要求
各班安排人员重阳当天观看老年大学主办的“‘银
龄先锋，老教有为’六盘水市老年大学老年节教学
成果展演”。班里分了4个名额，为支持班里的工
作，同时也想借机陶冶情操，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于我而言，今年这个重阳节注定是一个令人难
忘的节日。重阳节的上午，我像过去上班时那样，
早早步行前往活动地——凉都大剧院，比学校通知
的时间早到15分钟。

在等待演出开始的时间里，我们认真看了活动
安排，活动为全天，上、下午各演出一场节目。上午
节目开始前，表彰了优秀教师、优秀学员和优秀志
愿者。教我们国画班的马老师也在受表彰的教师
中，听到他的名字，我们4人也很开心，老师的辛苦
付出得到了学校和学员的认可。

适值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加之学校下属金
色艺术团成立，演出既是老年大学教学成果展示，
又是刚成立不久的艺术团成果展演，学校上下都十
分关注。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民乐合奏《喜洋洋》，
节目在二胡、笛子、唢呐等民乐合奏下拉开序幕，在
传统民乐的演奏声中，配上气氛热烈的背景加持，
节目富于感染力，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从全天的表演情况看，演出节目主要是以合
唱、集体舞蹈、民乐演奏、走秀等为主，集体表演节
目多些，小品、单人节目少些，这毕竟是各班汇报表
演，集体节目多些也是情有可原。从节目质量上
看，虽然是老年人的舞台，但一点也不逊色于一些
专业团队的表演。老同志们的认真劲儿一点也不
含糊，他们在台上的表演十分投入，每个动作、每句
唱腔都精准到位。全天的表演场上，从出场到转
场、从场地保障到背景切换都实现了无缝衔接，这
作为退休老同志的业余演出已是难能可贵了。

演出中，有些人和场景让人过目不忘。在上午的

《中国话》诗朗颂表演中，表演者是年届八旬的老人顾
正义，朗颂时他精神矍铄，铿锵有力，中气十足，风采
卓然，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凉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让
人赞叹不已，赢得观众由衷喝彩。下午的舞蹈《金陵
十三钗》现场代入感强，画面凄婉，让人不由产生共
鸣，有的观众甚至流下了感伤的泪水。舞蹈《如画凉
都》是个好节目，地方特色浓郁，演员动作准确而流
畅，有张力，感染力强，充分展示了舞蹈的韵律美。

演出结束时，在和一些登台表演的老年朋友们
交流中得知，为了确保演出成功，老年朋友们牺牲
了大量休息时间，从半年前就开始对每个动作、每
个音节反复练习，反复排练。由于近期气候反常，
有些老同志感冒了，有的关节扭伤了，有的嗓子哑
了，但他们轻伤不下火线坚持训练；没有经费统一
服装，他们就自掏腰包购买演出服装。正是有了老
同志的无私付出，才确保了表演获得成功。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重阳节日，在这个节日
里，我不仅仅是观看了两台节目，愉悦了心情，陶冶了
情操，更多的是透过两台节目看到了凉都老年人乐观
向上、奋发进取、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良
好精神风貌。同时，更感动于老年朋友们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
感召下，凉都人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以只争朝夕、大
干快上的劲头推动凉都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重 阳 记 事
□王春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