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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庆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
在书法方面幼承家学，从楷书四大家入手，
后以颜体为主，篆、隶、楷、行、草兼修，尤其
在小楷上功底深厚。其书作大幅、小品皆
优，在书展中屡获殊荣。

——王长喜（河南省书协会员、焦作市
书协理事、中站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

【名家名作】

张守庆（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yiyuan@163.com

（本栏作品均由张守庆作）

张守庆，1965 年生，汉族，
河南焦作人，现任职于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公
司。1988年7月毕业于中国书
画函授大学书法专业。现为河
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煤
矿文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老
年书法家协会会员。自幼受长
辈艺术熏陶，酷爱书法，学书从
唐四大家入手，后一直以临习
颜真卿楷书为主，兼习王羲之，
黄庭坚、米芾等书体，楷、行、
草、隶、篆无不涉猎，尤其在小
楷领域入工很深，作品工挺俊
秀，笔力非凡。

【专家点评】

清 趣（国画） 原士高 作

幽 径（水彩画） 赵建铭 作富贵风韵（国画） 薛垂广 作

娱 乐（国画） 余天德 作

书 法 朱兴武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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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巍巍太行山上
看一泓北去碧波荡漾
跨山川、越平原
直达京津腹地
连江淮、通黄海
构筑水脉龙网
啊！南水北调
啊！滋润华夏，富民兴邦
你成就了几代人的梦想
为古老文明赓续新章

我走在新时代的路上
看复兴大旗高高飘扬
守初心、担道义
重新安排河山
谋复兴、图强盛
开创盛世辉煌
啊！南水北调
啊！丰碑不朽，荣光无尚
你孕育的伟大时代精神
将薪火相传永放光芒

春秋轮回，日月飞逝，转眼即成
八旬妪。蓦然回首，峥嵘岁月稠。

1966年，村里选派我担任民办教
师，肩负起点亮孩子的希望，照亮他
们人生道路的使命，光荣而神圣，任
重而道远。

身为教育战线一年轻人，我多
方参考，努力写出详尽的教案，广泛
学习，博采众长，汲取经验，并依照学
生时代崇拜的老师模样大胆实践，迅
速提高教学能力。日积月累的拼搏，
首战取得可人成绩。从此，我抱定汗
水与收获成正比的理念，昂扬向上，
情绪饱满地战斗在教书育人第一
线。

1977年，弟兄们分立炉灶，在教
坛历练10多年仍是民办教师的我带
着3个孩子随丈夫到他负责的学校任
教，更加兢兢业业。备课，我“深挖
洞，广积粮”；讲课，我声情并茂，步步
为营；批改作业，我慧眼独具，明察秋
毫；辅导，我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村
里人众口一词“新来的王老师真了不
起”，但因户口没落队劳动日无法兑
现，单靠丈夫微薄的薪水举步维艰，
日子捉襟见肘可想而知。

1979年，市教委面向全市民办、
代课教师公开招录公办教师，1200多
人应考，我居然跻身前10名，获得复
试资格。厚积薄发，复试中我考了第
一名，完成了“鲤鱼跳龙门”的嬗变，
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转正既是
对我前期教学的认可，又是对日后工
作的激励。于是，扬鞭策马，奋勇向
前。

1985年，国家设定9月10日为教
师节，这是对广大教师莫大的鼓励和
鞭策，是点燃蜡炬之光的火种。三尺
讲台上，我们责无旁贷，画出彩虹，洒
下泪滴；写下真理，擦去功利；举起别
人，奉献自己。尤其是学生们“新长
征路上老师立新功，一群群接班人茁
壮成长，肩负祖国希望奔向远方，你
总是含泪深情凝望”的歌声萦绕耳畔
时，我仿佛注射了兴奋剂，心旌摇荡，
不辱使命的激情蒸蒸日上。

上世纪90年代，有段时日，曾经
连续4个月夫妻俩没领过一分钱，生
活艰难不言而喻。然而，我忠于教育
事业的意志，始终坚如磐石。随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国策愈发深
入人心，教师待遇也得到空前提高，
完全消除了拖欠工资的现象。

多年后，学生们给我写信倾诉衷
肠：“如果妈妈是我们步入人生的第
一声呼唤，那么‘老师’便是我们开始
成长的第一个台阶。没有您，就没有
我们的进步！是您，给我们知识，给
我们力量，给我们战胜艰难困苦的勇
气，让我们勇往直前。”学生们的肺腑
之言，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2002年退休后，我投身《朱村文
化志》的编纂工作，与全组人员通力
协作，无私奉献。在中站区2013年度

“善行中站 温暖你我”活动中，我被
推选为“优秀义工”。

在第38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
回首往事，无悔无愧。悠悠岁月，我
的人生之旅充满希望与掌声，满载成
功和喜悦。

秋风送爽，瓜果飘香，大街上各个超市
及水果店里，且不说西瓜、甜瓜、哈密瓜以及
苹果、梨、葡萄等瓜果，还有一些从外地运来
的叫不出名字的稀罕水果，让人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由此，我想起年少时在豫东老家
种南瓜的情景，难以忘怀。

老家屋后有一片荒地，靠近路边，面积
成月牙形，里面堆满了砖头瓦片，一片狼
藉。到了夏天，长满杂草，滋生蚊虫。那年
春天，父亲决定把这块荒地开垦出来种南
瓜，我给他当帮手。干了不到一上午，我的
手被磨出了几个大泡，父亲说这是缺乏锻
炼，看他的手就没有被磨出泡。父亲的双手
结出厚厚的老茧，那是他长年累月在田里劳
作的结果。经过三天紧张劳动，我和父亲终
于把这块荒地开垦出来。

接下来，我们用铁耙子整平地块，然后
打成畦田，施上农家肥。父亲从集镇上买来
南瓜种子，直接点播。一周之后，南瓜芽从
土里偷偷地钻了出来，嫩嫩的、绿绿的，两个
叶片胖乎乎的，像个初生婴儿的两只小手，
孕育着生命的希望。两周后，叶片越长越
大，绿油油的，煞是可爱。下过几场春雨，南
瓜出秧了，很快又长出一米多长的藤，渐渐
宽大的叶子密密匝匝的，花冠也长出大的裂
片。接下来，根据旱情适时浇水、施肥、除
草、打药，细心管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后，藤叶满地
爬，不需要搭棚立架。有的南瓜藤能长出3
米多长，然后发叉、开花、结果。看着一根根
茁壮的南瓜藤上盛开着一朵朵金黄色的喇
叭花，里面抱着一些小小的、黄黄的、嫩嫩的
花蕊，不仅诱人喜爱，还引来一只只蜜蜂飞
来飞去，时而钻进喇叭花中采蜜，时而在南
瓜秧上飞舞盘旋。

有人说，南瓜是个懒菜，种上之后只要
不缺水，就能结出大南瓜，其实并非如此。
要想使南瓜结果实，必须细心管理，不能偷
懒，特别是人工授粉这项工作，必须得做好，
否则，南瓜接的果实寥寥无几。

白天，站在南瓜地头凝视，微风吹来，南
瓜叶像一把把绿色的扇子，有大有小，左右
或上下摇摆。在郁郁葱葱的南瓜叶间，躺着
许多南瓜宝宝，犹如一盏盏绿色的灯笼坠落
在田里。

到了秋末，南瓜成熟后，大的足有二三
十公斤重，一般的在10公斤左右。用手指
甲掐不动，用刀切，一刀砍下去，南瓜夹住
刀，不用力就拔不出来，这说明南瓜长老了，
可以收获了。

南瓜是个好东西，鲜嫩的叶藤花可以做
菜，清香可口。瓜肉或蒸或煮，或炒或炸，既
当菜又当饭，还可以和大米配一起做成南瓜
粥。把瓜肉切成片，晒干，再下油锅炸，就变
成了可口的点心——油炸南瓜片，真是百吃
不厌。成熟的一个个黄灿灿的大南瓜，有的
暴露在阳光下，有的在肥大的叶子下藏着，
有的露出半面脸，好像在与人捉迷藏。

我家的南瓜成熟后，母亲忘不了左邻右
舍，每家给他们送上一个大南瓜，让邻居们
高兴得合不拢嘴，不停地夸赞俺家南瓜长得
好。母亲的落落大方，赢得了邻里的好评。
你有情我有义，逢年过节，邻居们把自家做
的好吃的送过来，东家送碗饺子，西家送俩
包子，邻里团结互助，其乐融融。

小时候，一进入秋天母亲就说“入
秋吃秋”。也就是说，进入秋天地里的
秋粮就可以吃了。那时，我们吃得最
早的秋粮便是玉米。老家土地广阔肥
沃，因玉米产量高，自然成了我们的主
粮，收麦后地里都会种上玉米。夏季
气温高，玉米长得快。当玉米长到比
人高，开了顶花，结了棒子，长出“胡
子”，灌浆到六七成熟的时候，就可以
品尝嫩玉米了。嫩玉米吃法多样，味
道香甜，人人喜欢。

银叔是种庄稼的好手，我家地里的
玉米棒只有四五成熟时，他家的嫩玉米
已经可以吃了。他家的嫩玉米不但个
头大，而且玉米粒长得顶头顶尾。银叔
掰下嫩玉米总会给我家送一些，让我们
尝鲜解馋。

嫩玉米最简单的吃法是烧玉米，
剥去绿色外衣，露出黄亮亮、金灿灿的
玉米棒，埋进柴火灶下的草木灰中，一
边烧火做饭，一边用火钳不停地翻着

玉米，柴火灶里会发出“噼里
啪啦”的爆裂声，烧出好多玉米花，
然后取出来，掸掉上面的灰烬，就可

以剥着吃了。这种烧玉米热乎乎、香
喷喷、甜滋滋的，口感极佳。

煮玉米是老家最常见的吃法。
记得小时候，嫩玉米上市的时候，母
亲几乎天天给我们煮玉米。母亲煮
玉米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嫩玉米籽
从棒子上剥下来，与南瓜、绿豆、小米
或玉米糁一起放到锅里煮，一煮就是
一大锅，当主食，每人能吃几大碗。
都说这种南瓜绿豆煮玉米可以防暑
降温下火，它成了夏季的家常饭。另
一种是把玉米棒放在清水锅里煮，煮
时不能把玉米外衣剥光，留几片包着
玉米煮出来的香甜味道更浓。煮好
后捞出来用筷子扎住玉米芯就可以
大快朵颐了。有时候去小朋友家玩
耍，对方的奶奶、母亲都会热情地把
刚煮好的嫩玉米用筷子扎着让我们
吃，那玉米冒着热气，散发着浓浓的
香甜味。

母亲有时还把嫩玉米打成浆，在
玉米浆里放进南瓜丝、葱花、五香粉、

食盐，然后搅拌均匀，在小铁鏊里放上
油，烙出的煎饼香喷喷的。前院的王
奶奶、对门的张奶奶和隔壁的林奶奶
牙齿不好，每次烙好煎饼母亲总会给
几位老人送些，她们吃着香喷喷的煎
饼，直夸母亲烙饼手艺好，高兴得合不
拢嘴。

张奶奶烤出的嫩玉米别有风味。
她把剥去外衣的嫩玉米放在柴火灶或
者炭火盆的侧边，用明火烤，边烤边翻
转，等到棒子上的玉米粒变成焦黄色，
上面出现许多玉米花，闻着香气扑鼻
的时候就能品尝了。这种烤玉米比烧
玉米更卫生、更好吃，但是火候不好把
握，稍不注意就会烤焦。她把烤好的
嫩玉米送给街坊邻里品尝，大家都说
真香、真好吃！看着大家高兴的样子，
她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很多年过去了，每到夏秋时节，我
便会想起老家的玉米地，风雨欲来，哗
啦作响。尤其到结出玉米棒、长出“胡
子”的时候，一排排、一片片，气势非
凡，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想起老
家的乡亲们，他们的深情厚谊牢牢镌
刻在我心里，永远不会忘记。

悠悠岁月欲说还休
□王明琴

南瓜熟了
送芳邻

□孙长海

□□陈丽娟陈丽娟

南水北调颂（歌词）

□苗培恩

桑榆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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