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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逐渐攀升，目前正是采集
花蜜的时候。近日，记者走访“躲藏”在
城市边缘的养蜂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
和蜜蜂的故事。

今年 75岁的苏石卿，家住具茨山管
委会油坊沟村，养蜂 40 多年。苏石卿
说，其实养蜂场就是个临时场所，养蜂人
一辈子都在追花夺蜜，哪里有花，哪里便
是家。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取蜜和制作
蜂王浆，无论进行哪一项工作，都要先将
蜂巢从蜂箱中取出（如图）。“这个过程十
分危险，虽然有防护工具，但还是会因为
惹怒蜜蜂而被蜇。每天被蜇十几下是家
常便饭。”苏石卿说。

老人自喻自己和神仙一般，虽清贫，
但悠然自得，用蜜蜂一样的勤劳，享受蜂

蜜一样的甜蜜。“干这行太辛苦，如果没
有销路，只能等着外地商人来收蜜。现
在干这个的年轻人太少了。”

无独有偶，在新郑市轩辕湖畔，记
者遇到了一位 80 后养蜂人冯德强。一
个简易棚，十多个蜂箱，这就是他的“甜
蜜”事业。26 岁的冯德强大学毕业后，
放弃了薪资较高的工作，毅然接受了这
份“祖业”。

他介绍，在老家八千乡二郎店村，不
少人以养蜂为生，有外地从业，也有在周
边落脚的，从他记事起就开始了和蜜蜂打
交道。“我小时候吃饭都是馒头蘸蜂蜜。”

尽管生活条件相对简陋辛苦，但他
依然乐在其中。他说：“之所以选择养
蜂，主要是自由，不喜欢被束缚。而且能
为大家做‘蜜罐’，再辛苦也开心！”

2013届考生

高考是一种信念

“终于考完了，现在有一大堆
事儿等着我去做，我要把之前的
愿望一个个去实现。”刚刚参加完
今年高考的应届考生刘骐文，在
面对记者提问高考后有何打算时
显得兴奋不已。

“我和几个朋友商量好了，先
来一场毕业旅行，然后我要去学
吉他、练足球，以后到大学了，怎
么也得有样才艺啊！接着还要继
续学英语，准备到大学考雅思，我
想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去外面
的世界看看……”刘骐文告诉记
者，这几年，高考已经成为支撑他
的一种信念。每当厌学、烦躁、苦
闷时，只要想到高考之后就可以
迎来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再想
象下大学生活的各种美好，就会
让他信心百倍，充满力量。

对于今年报考的专业，他告
诉记者，这也是他一直的梦想。

“我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妙手
仁心》，看到主角们在医院里紧张
忙碌地救死扶伤觉得很酷，从那
时候我就特别想学医，用自己的
所学，像他们那样‘五指穿阴阳，
手刀退死神’会很有成就感吧！”
刘骐文说，希望通过高考把自己
憧憬的未来生活变为现实。

“磨剪子哎，抢菜刀！”“修理钢
精锅……”曾几何时，这些民间手艺者，
走街串巷，伴随着的吆喝声能唤起几代
人的记忆。但不知何时起，这些“艺术
家”们仿佛消失了一般，很少走近现代
人，尤其是80、90后年轻人的生活。

科技替代手工，现代取代过去，这是
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曾经许多人日常
生活不可或缺的手工技艺正在渐渐淡出
人们的生活，离繁华的城市越来越远。

悄然逝去的风景
这两天，家住新华路的王女士每到

做饭时就犯愁，菜刀切菜时特别费劲，
找了磨刀石蹭几下，也不管用。王女士
在住所周边一直寻摸，可仍未找到磨刀
师傅。“平常不觉得，可真要找磨刀师傅
时才发现干这行的人太少了。”

“推着车走了几条街，也没找到一
个修车的地方。”6 月 14 日，在洧水路
上一位市民一边推着爆了轮胎的自行
车一边抱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以往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自行车修理
摊点，现在已鲜见踪影。

张师傅的修鞋摊也面临着同样的
问题。由于城市管理的规范化，他的摊
位就需要不定时地“打游击”，可熟客只
认地方不认人，搬走了还得再搬回老地
方。“修鞋根本没啥赚头，更别提弄个店
面规范经营了。就是每到换季，专门来
修鞋的市民多一些。”张师傅对记者说。

老手艺效率低耗时长
老手艺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

很多人而言，绝非只是一个个的行业，
还有那些能勾起他们孩提时无数个美
好的故事和回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它们却不得不尴尬地退出历史舞台。

有关人士指出，当今的社会更需要
的是机器化的批量大生产，而很多老手
艺还停留在纯手工制作上，很难满足社
会需求。“以传统的木匠为例，以前人们
想做一套家具，要请木匠到家里，管吃
管住，做好要一个月甚至更长。而有了
机器生产以后，能批量做出成套的精美
家具，这些家具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观，人们可以当场付款提货，省去了以
前请木匠做的时间。”

老手艺可以“老当益壮”
在困境中另辟蹊径，老手艺可以

“老当益壮”。近年，新郑市出现了不少
新型的改衣店、修鞋店，这些店给居民
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

刘师傅在文化路租一个小小的织
补店。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织补一件
高档羊毛衫往往需要 50 元至 150 元不
等，而羊毛衫、羽绒服、毛呢等高中档
服装的织补恰恰是刘师傅的专长，凭
借这把好手艺，在冬天旺季的时候，他
一个月就能挣七八千元。

另外，记者也发现一些专业的修
鞋店开始出现在市区，这里不仅能修
鞋，还能为各类鞋提供保养服务。在
人民路的一家专业修鞋店，店老板冯
师傅说，自己以前也是一名普通的路
边修鞋匠，几年下来总结了很多技术
和经验，便开了这家专业修鞋店，以提
高档次，从而吸引更多的高端消费
者。“现在看来，当初的路走对了，现在
的生意比起摆地摊时好很多。”冯师傅
乐呵呵地说。

前几天，我在《幼儿教育》学
习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每个幼
儿都是老师的宝贝》，深受感动，
老师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是真
诚的、发自内心的。我是一名幼
儿教师，从教十多年来，教过了无
数的孩子。有听话的、有调皮的、
有聪明的、有木讷的……其实，每
一个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都需
要“爱的浇灌”。

我班有个孩子，今年已经 6
周岁了，他相对于其他孩子发育
得稍迟缓些，语言表达也没能跟
得上同龄的孩子。每天早晨，
我在门口迎接小朋友来园时，
看到他总是躲在大人的身后，
露出小小的脑袋，也不和我问
好，内向的性格导致许多小朋
友不喜欢和他一起玩。每当我
组织小朋友活动时他显得格外
激动，还大声地尖叫，表达自己
的兴奋。每当中午睡觉时，他总
是躲在桌子下面不出来，我们要
好话说尽……

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只有
更加地关心、呵护他。一有空的
时候我就和他说话、交流，刚开始
他总是对你笑，你说什么他就重
复你说的话，看到这种情况，我真

是哭笑不得。后来，他开始和你
说话，叽里呱啦的，不知道他要说
什么，总是答非所问的。但是我
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努力和他
交流。每天早上来园的时候，我
都主动抱抱他、和他问好；活动
时，多关注他、提醒他，给他多一
些回答问题的机会；午睡时，站在
床边拉着他的小手，给他讲故事
安抚他激动的情绪；渐渐地，他会
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看到
他的点滴进步，我很欣慰，这些都
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每个幼儿都
是老师的宝贝。

其实，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存在一些缺
憾，需要我们教师用耐心、爱心、
细心去发现、去弥补、去纠正那些
缺憾，帮助每一个孩子快乐、健康
成长起来。

著名作家雨果曾经说过：“花
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
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
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作
为一个幼儿教师，我们要真心对
待孩子，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去
对他们，没有责任心和爱，一切都
无从谈起。

新郑市市直幼儿园 袁媛

6 月 13 日下午，记者前往新
郑市孟庄镇鸡王社区采访。

“ 大 爷 ，请 问 李 金 亮 家 住
哪里？”

“瞧，这不是嘛！正在这儿
‘炫富’呢！”循声望去，记者找到
了李金亮。

随他进家后，老李又开始了
“炫富”。“你看看这装修、这设备，
得劲吧！”妻子马艳萍从里屋出
来，简单的客套后数落起了老
李。她说从以前家里“站没站地
儿，坐没坐地儿”，到现在三室两
厅的大居室，老李变得“不招人待
见了”。

“以前连个话都不会说，现
在亲戚朋友来串门，嘴叨叨个没
完，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有几套
房，你有几个钱了。”还没等老
伴儿话说完，老李就插起话来：

“以 前 咱 啥 都 没 有 ，现 在 啥 没
有？有钱了，生活好了，还不叫
炫耀炫耀？”

原来，李金亮所住的鸡王社
区去年 11月底刚分了新房子，现
在首批回迁了 120 多户，李金亮
家就是其中之一。2010 年，村里
决定在老村原址建设新型农村社
区，如今13栋楼房已竣工。

按照每人 50 平方米的标准，
李金亮这次分了 250 平方米的房
子，两套 100平方米的大房，一套
50 平方米的小居。“这还不算完
呢！7 口人呢！我俩孙子还分了

一套 100 平方米的房呢！现在基
本盖成了，就等交房了。”从老实
巴交的农民摇身成了“包租公”，
老李比以前“硬气”了不少。

不仅有房子，还有活儿干，有
钱赚。老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是电焊工，一个月至少挣 3000
元，儿子买了吊车，在附近工地干
活儿，两个爷们月收入万把块，以
后房子租出去又是几千块钱的收
入，足以让一家老小舒舒坦坦地
过日子。

目前，老李一家 7口一套 100
平方米的房子就完全住下了，其
余几套正准备装修一下对外出
租。他还不忘给记者炫耀一番：

“俺这社区 7 层高的楼房都安装
有电梯。上下楼、搬东西方便着
呢！而且物业费也不用交，比恁
城里的小区得劲不？”

鸡王社区的文书王德才解
释，村民上楼住，不带电梯不行，
一个原因是家家都有老人，老人
爬楼梯不方便。而绿化、环卫、安
保等都有专人负责，物业费则完
全由村集体承担。

王德才告诉记者，不仅是老
李，自从住上了新社区，村民们个
个都是“扬眉吐气”。“一方面咱这
附近企业多，打工方便，挣钱也
多；另一个方面，挨着教育园区，
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可以享受
优质的教育。有这好日子，谁不
出去炫耀炫耀？”

近日，新郑市
市直小学的全体师
生和学生家长 600
余人步行8公里到
消防大队，参加远
足暨消防实践演练
活动，共同经历了
一节“特殊”的社会
课堂体验课程。图
为消防官兵的内寝
展示。
本报记者 刘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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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们高考
本报记者 刘佳美高凯

采访手记

在这个加速度的
时代，还有一些手艺人
仍然固守着自己的一
片小天地，但这个空间
越来越小。怎样保存
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怎样让实用老手艺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给

“老字号”注入“活水”
是关键。

把一些老手艺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既 保 存 传 统 ，又
发展创新；将最后的
老 作 坊 改 成 手 艺 博
物馆，让日渐薄弱的
实 用 性 转 变 为 观 赏
性；给老手艺找到新
的 生产对象，发挥余
热……

希望你我共同思
考这个问题，为那些
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
老手艺匠人，寻到一
个答案。

那年，我们没日没夜地奋笔疾书；
那年，我们一丝不苟地考场作答……
高考，对于每一个面临它的学子来说，是考验，是成长；而对于

那些离开高考很久的人来说，每到高考时候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感
慨。还记得那年，懵懂、梦想、信念、叛逆……交织在一起；还记得
那年，黑板上方的倒计时牌，满桌的备考试卷，上课时偷偷传过的
纸条，在窗外静静走过的班主任……

高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如今，经历过高考的人们，
又有怎样的感慨？本期报纸，记者采访到几位在不同年代经历高
考的人，跟随他们回味高考的那段日子，倾听他们的高考故事。

恢复高考后首批考生

高考是一场冬天的童话

现年 61 岁的刘俊香，在 1977 年有幸
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通过高考
被河南农业大学录取的她，毕业后被分配
至新郑市林业局工作直至退休。谈及高
考，刘俊香感慨万千：“那年的高考，改变
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
一辈子碌碌无为。”

对于高考当天的情形，刘俊香至今记
忆犹新。她告诉记者，考试时间是在初冬
的12月8日和9日，早上6点起床后，她穿
上母亲用家里最厚实的鞋底为她做的一
双“状元”鞋，母亲希望这双用红墨水浸过
的鞋子能为她带来好运。

“出门后，冬天的风呼呼地刮，吹得耳
朵有些发木，但心里却很温暖，像在春天
里一样。一路上，我和几个朋友都在讨
论，觉得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就像冬天的童
话。”刘俊香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忆着，“我
们边骑车边大声背诵着古诗，其中就有

《劝学篇》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而考试中恰好就
有这道题，看到题目时候兴奋极了。”

虽然 30 多年过去了，但回想恢复高
考的那段时光，刘俊香仍然觉得激动和
温暖，她说：“关于 1977 年高考的记忆，
会经常浮现在脑海，这是一段很单纯、很
美好的情感。我们是幸运的，这确实是
我们冬天的童话。对于高考，感恩，唯有
感恩……”

“最近不是都流行致青春吗，
前段网上不是还有种说法叫‘有
一种青春记忆叫高考’吗？我觉
得，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往往是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最痛苦、最难
熬的时光。”说起高考，自称是 80
后“老男孩”的石福明侃侃而谈，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参加工作两年的石福明，代
表着一大批大学毕业后走入社会
的年轻人，他们在朝九晚五、循规
蹈矩的现实生活和压力面前，回
忆起高考那段纯粹的时光，更觉
得弥足珍贵。“曾经无比讨厌高
考，但现在回忆起来，恰恰是高考
那段时光才让我感觉真正地活

着！有欢笑，有泪水，有挫折，有
拼搏，那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
画面。”石福明若有所思地说。

“那会儿在课堂上，会因为一
道题的解法和同学争得面红耳
赤；在操场上，男生们会在课间
10 分钟里争分夺秒打会儿篮球；
饭间在食堂，几个同学边吃饭边
天南海北地聊天；晚上回到宿
舍，沾着简易的上下铺立刻就能
呼呼大睡……现在回想起来，都
成了生命中的一段故事。告别
了穿校服的青春，我们也开始慢
慢地成长……”石福明说，他们这
代人对高考的怀念，可能更多的
是在释放现实生活的压力。

养蜂人：甘享“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刘冬沈磊 文/图

80后“老男孩”

高考是一种青春记忆

老李“炫富”
本报记者 刘冬

爱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