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月打理“小花园”

杨煜东（左起第7位）在老挝支教时留影（图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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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中学教师杨煜东赴老挝支教
“今天是我第一次站

在老挝这个民风淳朴的国
度的讲台上，心中有一种
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
悉是因为自己在呼和浩特
市第二中学任教已经12
年，在二中这片沃土上默
默耕耘，为祖国培养着一
批又一批的建设人才，每
天踏上三尺讲台似乎是司
空见惯的事情；所谓陌生
是因为我是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70年来第一位以国务
院侨办外派教师的身份，
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从事支教工作的教
师。”2018年1月10日，呼和
浩特市第二中学杨煜东老
师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在
老挝支教，杨老师开始养
成记日记的习惯。杨煜东
是内蒙古自治区走出的首
位赴老挝百细华侨公学支
教、考察的数学教师。

今年，我区首次派骨
干教师前往老挝支教，受
到当地华侨和学生们的热
烈欢迎。杨煜东这次支教
的华校是位于老挝南部占
巴塞省的巴色的华侨公
学。巴色在老挝语中的意

思是河口，当地的华人、华
侨更习惯称呼这里为百
细。百细华侨公学于1929
年创办，是老挝最早的一
所华文教育学校。学校约
有25%的华人、华侨子女，
其余部分由老挝当地学
生、越南侨民子女、柬埔寨
侨民子女构成。由于当地
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差、办
学经费不足等原因，导致

百细华侨公学的教育教学
工作开展较为困难。

初来乍到，首次面对
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不
同风俗习惯、不同信仰的
学生，杨煜东心中不乏些
许忐忑之感。回忆起第一
次上讲台的情形，他告诉
记者：“按照以往惯例，第
一节课我会站在讲台上自
我介绍一番，告知学生们

我来自于何方。可是，面对
着汉语水平较低的学生，
身处连张世界地图都没有
的简陋教室里，我着实感
觉有些囧迫。后来，我只能
用拙劣的绘画手法在黑板
上描绘着我的家乡内蒙古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
象，用草原的歌声试图将
孩子们带到草原的深处。”
这段经历让他真切地体会

到作画似乎要比绘制函数
图像难好多。自我介绍完
毕，他的一位同学在黑板
上用老挝文书写了“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并且把二中的校旗赠送给
了这个班级。当他注视着
黑板上用中老两国文字书
写的校名和悬挂在黑板旁
的校旗时，心中涌动着难
以表达的情愫。

手把手教学，心连心
交流。杨煜东明白，从他跨
出国门那一刻，自己肩负
的责任就不仅仅是教学，
更重要的是播撒中华文化
的种子。在教学中，他会利
用一切机会给学生讲述中
华传统文化、历史典故，让
学生们多了解和感受中国
的文化，从而加深对中国
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兴
趣，逐渐拉近了学生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距离。

在老挝4个月的时间
里，杨煜东已经深深地融
入学生们当中。他想要尽
其所能地多帮助这些孩子
们，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教
育资源。由于教育经费较
为紧张，学校无法更新华

文图书，致使书籍陈旧落
后，严重影响当地华侨学
生的阅读与学习，阻碍了
华文教育的开展。杨煜东
特向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外事办和呼和浩特市第二
中学提出申请，委托呼和
浩特市第二中学开展赠书
活动。很快，首批捐赠的
《中华文化四十八课堂》、
《朱子治家格言》《中华典
故》《中华上下五千年》、
《边城》等优秀图书经国内
审核通过之后运抵百细华
侨公学。

如今，杨煜东已经返
回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可他的心还在不时地牵挂
着百细华侨公学。“当地教
育医疗等条件都欠缺，我
特别想在这方面帮助他
们，希望百细华侨公学与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外事
办、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的交流、援助工作能够一
直继续下去。”杨煜东说。
如今，他把自己很多业余
时间用在公益事业上，这
段支教经历，带给他的是
一次难得的人生历程。
文/本报记者 王树天

长命锁是小孩子佩戴的饰物，一般使用金银玉3
种材料制作，其中银质居多，又名银锁。其造型多被
做成锁状，在锁上錾有“长命富贵”“福寿万年”等吉
祥文字，也有将它做成元宝、如意头、麒麟形状的，
上面錾刻着寿桃、蝙蝠、金鱼或者莲花等吉祥图案。

呼和浩特市的宋妍华女士家珍藏着10多个长命
锁，这些老物件有的是她的父辈佩戴过的，有的是
她出生时奶奶从老家请银匠专门制作的，还有的是
喜欢收藏的父亲从古玩市场淘回来的。长命锁的外
观多样，表面錾刻的图案一如民间常见的内容：缠
枝莲、牡丹等花纹，但锁上錾刻的文字有了一些变
化———出现了“保卫祖国”“天真活泼”“幸福儿女”

“先进少年”等内容（如图）。
据宋女士介绍，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

期，宋女士的爷爷从北京调到内蒙古工作生活，她
的伯父和父亲都出生在新中国。为了赋予下一代良
好的寓意，宋女士的舅爷爷王久春按照老习俗，为
他们打制了长命锁，在锁上錾刻了“保卫祖国”“幸
福儿女”等文字。

等到宋女士出生后，奶奶王书香为她制作长命
锁时，请银匠师傅錾刻上了“天真活泼”4个字。宋女
士说：“从长命锁上錾刻的内容就能够看出时代的
变化：过去生活条件低下医疗水平有限，人们最大
的愿望就是孩子健康长大；新中国成立后，父辈成
了真正的幸福儿女，他们跟着祖国一起成长，为祖
国的富强贡献力量；我作为80后，在成长过程中切身
感受并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目睹了祖国在
各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每次聆听庄严的国
歌注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无比自豪。”

如今，宋女士的父亲将这些满含长辈爱意和期
望的长命锁送给正在上幼儿园的外孙女，祝福她在
新时代快乐成长幸福生活……

文·摄影/本报记者 辛永红

粉色的天天开，大红的
萝卜花，紫色的牵牛花……
一簇簇鲜花竞相绽放，一
片片绿叶青翠欲滴，远远
望去，令人心旷神怡。这是
7月12日记者在呼和浩特
市建材大院小区车棚前看
到的美景。

这处“小花园”的主人
是71岁的双月，兴安盟人，
早年跟随子女来到呼和浩
特市，在建材大院小区看车
棚已经10多年了。居民们知
道双月喜欢养花种草，家里
闲置的水桶、花盆都给了
她。每年清明节过后，双月
便在花盆、水桶里撒下种
子，搭建自己的“小花园”。
谁家盆栽的花快要枯萎了，
就给双月送过来，没几天就
被她伺候得娇艳欲滴。

“小花园”紧挨着车棚
大门，一侧种的是花，一侧
种的是菜，花盆和水桶由
低到高依次摆放，错落有
致。边缘处立着细长的竹
竿，黄瓜、小葫芦的藤蔓，
豆角、牵牛花的细茎顺着
竹竿生长，在车棚处形成
绿色的大门。“小花园”约
有10平方米，记者粗略数了
一下，花有10多个品种，菜
有六七种。记者看到，西红
柿、黄瓜和小葫芦长势喜
人。车棚的旁边放着两口水
缸和六七个大桶，里面存满
了水。双月说：“这些都是雨
水，用来浇花和菜。”

建材大院小区共有3
幢楼，院里没有绿化带，居
民们茶余饭后都爱来车棚

“小花园”逛逛。黄瓜成熟

的时候，大家边尝鲜边聊
天，有说有笑幸福无比。前
几年，有人要来拆除这处

“小花园”，居委会和街道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认为这
是小区里唯一的绿色，给
小区增添了生机，应该留
下。为此，两个部门联系城
管召开了协调会，终于留
下了这处“小花园”。

每当居民们来车棚闲
坐时，喜欢热闹的双月便
拿出DVD教大家跳舞做
操。该小区早年没有物业
管理，双月便成了大家的

“管家”。小到针头线脑、大
到环境卫生等，只要能帮
忙的，她概不推辞。老伴儿
总是夸奖双月：“我的老婆
子无所不能。”

双月不但擅长栽花种
菜，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
儿。一个不大的旧衣柜里挂
着10多件漂亮的蒙古袍，这
些都是她从集市上淘来的
布头缝制而成的。如今，重
孙女的演出服都是双月为
其量身定制的。双月笑着告
诉记者：“一件做工精美的
蒙古袍从商场里购买至少
需要五六百元，这双巧手
没少帮我省钱。”
文·摄影/本报记者 王利军

双月的幸福晚年生活小小长命锁承载四代人的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