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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其实是我们幼儿园的食堂师傅。按约定俗成的
叫法，我们该称呼她”陈师傅“才对，可自从某次园内搞”师徒结
对“活动，她那新来的徒弟在欣赏了她的精湛厨艺后，便”老师
老师“地叫开了。后来，老师们也学着她的徒弟这样称呼她，陈
老师可不管别人究竟是调侃还是认真的，她总是笑呵呵地朗声
应着，在她的一片笑声中，气氛一片祥和。

为了让园内的老师和孩子们都吃上可口的饭菜，陈老师
每天都早早地来到幼儿园，开始一天的工作。清洗浸泡蔬
菜、分类切菜、淘米煮饭，入锅烹煮。为了适合孩子们的饮食
特点，每一种菜都要切得比家常菜更细更小。每天上午陈老
师都是非常忙碌的。在烹饪好菜肴之后，要按照班级幼儿的
出席数分发给保育老师。在孩子们吃完午餐后，还要和徒弟
一起清洗几百个餐盘小碗，打扫食堂卫生。幼儿园小朋友的
伙食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在清淡的基础上，还要讲究色香味
俱全；既要保证营养，又要让小朋友爱吃。陈老师只上过小
学，面对保健老师递过来的每周都不停变化的食谱，陈老师
笑称这是她每周的识字时间。还别说，这个方法还真让陈老
师认识了不少生字。

陈老师是主厨，她手脚勤快，做事不拖拉。幼儿园每天
十点半开饭，她绝对不会拖延。陈老师最爱看孩子们津津有
味地吃着她做的饭菜。她说：现在的孩子家庭条件好，家家
都不愁吃不愁穿的，要让孩子爱上幼儿园，吃饭是头等大事
呢！

虽说陈老师有着多年的掌勺经验，但她总是与时俱进，不
断改进菜品的制作方式，力求将菜肴烹制得营养、美味，符合
幼儿口味。与陈老师聊起幼儿园厨房的那点事时，她会如数
家珍地说出在幼儿园所做的每一道菜，每一盘点心。她会告
诉你食材、佐料、调料的配比；烹饪时时间的准确把握以及千
变万化的烹制手法。就拿自制点心来说，陈老师想方设法不
厌其烦地变着花样。她做的烧卖馅儿里面除了红烧肉丁、还
加了胡萝卜、木耳、香菇；她的手包饺子除了在馅儿上下功夫，
还在颜色、形状上变换；就是下个汤圆，也会配上各色水果
丁。在她的精心烹饪下，孩子们很少有剩饭剩菜。每当听到
老师们反馈说：“今天的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呢！“这时她再累
都觉得开心。

陈老师当大厨，除了孩子们，老师们也有口福。每天跟
小朋友打交道的幼儿教师在上班时间确实挺累，大脑里“安
全第一”这根弦总绷得紧紧的。午餐时间就成了老师们最放
松的时刻。面对着餐盘中陈老师烹调出的可口的饭菜，园内
的年轻老师常常开玩笑说：陈老师做的菜好吃得有减压能
力。

我这个家庭大厨私下里还跟陈老师学会了几道菜，其
中那道西红柿酱香排骨除了得到家人的认可，还获得了品
尝过这道菜的亲朋好友的交口称赞。这道菜的特殊之处在
于加入了西红柿来调色、调味，相比于传统的酱排骨用老抽
着色的方法，除了口感更佳外，颜色也更为自然。最主要的
是，没有加入多少食品添加剂，这点，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
理念。每次听到赞扬声，我都得意地说：这是跟我们幼儿园
的陈老师学的！其实，我知道我除了学到了烹调这几道菜
的方法，同时还学到了陈老师用心地做每道菜的这种生活
态度。

陈老师是个闲不住的人。下班后她总在田间地头忙碌，她
搞大棚养殖平菇；前些年还是养猪大户；这几年她又学会了在
家中加工手套……每天风风火火，很少有歇着的时候。园内开
会她总是掐着点儿赶来，说不定来之前又在农田里种了几行黄
豆或插了几行秧苗。

陈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她的孙女和儿媳。只要说到这
俩人，陈老师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一脸的宠溺。儿媳前几年生
了场大病，她生怕儿子有别的想法，特意把儿子喊过来吩咐道：
你把媳妇娶回家就是用来疼的，以前做得蛮好，以后还要一样
啊！好在她儿子孝顺厚道，在妻子生病后，给予了一如既往的
关爱。陈老师更是每天想尽各种方法给媳妇补充营养，除了上
班，就在家中的灶台上忙上忙下，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儿媳的身
体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陈老师的孙女儿爱跳舞,那次六一儿童节园内搭台在操场
表演时，她喊来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只为了在他们面前“炫”一
把孙女儿。她自己在台下巴掌拍得啪啪响，看着台上小精灵般
翩翩起舞的孙女儿笑得合不拢嘴。

“三尺灶台煮春秋，一把炒勺烹人生。“其实，陈老师早就拿
到退休金了，到幼儿园上班算是钟点工，工资不高，有几处私企
想提高薪酬挖走她，都被她拒绝了。她说：我三十出头就在幼
儿园里上班，每天看到的都是些花朵儿样的娃娃们，给他们做
饭，我开心着呢！其实，陈老师不知道的是幼儿园里的老师也
很乐意每天都看到她，谁让她这个家里家外的大厨都当得那么
有滋有味呢！

1946年 8月 17日下午，阵阵乌云
笼罩着如皋县城。年轻的新华社女
记者叶邦瑾被蒙住眼睛押往县城东
门外刑场，她英勇地昂着头，怒斥敌
人：“祖国的河山是人民的，为什么
不准看！”“我是为人民翻身做事的，
千万人民会替我报仇！”她用尽全力
高呼：“自卫战争一定胜利！”“中国
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那一年，
她 21岁。

雏凤清音 才华初展

叶邦瑾，1925 年 7 月 8 日出生在
如东县掘港镇。祖父叶永勤是清末
秀才，在镇上颇有名气。父亲叶仲
白，在县城中学当教师。叶邦瑾在兄
弟姐妹中排行第四，7岁进县立掘港
小学读书。

叶邦瑾的二哥叶邦泉思想进步，
将许多进步的革命书刊收藏在祖父
的书房中。叶邦瑾常常悄悄进入书
房，取出《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
躲在床上，拉好帐子，如饥似渴地阅
读起来。“听我妈妈讲，小姨小时候非
常聪明，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进
入中学后，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是有
名的小才女。”叶邦瑾的姨侄女、如东
高级中学原党委书记樊志瑾说。

在如东高级中学内，一份油印的
“初二第一次国文临时测验”试卷印
证了樊志瑾的话。这张试卷时间显
示是 1939年，试卷的右上角写有“叶
邦瑾”三个繁体字，学号是 162。这是
叶邦瑾留下的唯一的文字资料，也是
一位 14岁女学生勤奋好学、追求进步
的一份难得的历史答卷。

试卷中有“解释”、“ 默写”、“ 问
答”三种题型，共十八道题。叶邦瑾
全部回答正确，没有一个错别字。答
题时用的是毛笔小楷，也有行书，字
迹秀美。老师在打分时，毫不吝惜地
给了98分。

尤其是十道问答题，回答得十分
有见地，思想认识可见一斑。试卷有
这样一道题：什么是人生派，何人可
为代表？叶邦瑾答道：“人生派又称
人生艺术派，让艺术之目的在于人
生，主张文艺必须有利于社会，有益
于道德。托尔斯泰可以为代表。”

有一道题，问：文艺的真功用是什
么？叶邦瑾是这样回答的：文艺的功
用是无用之用，它关涉于全人生，是全
的功用，综合的功用，所以不能把它局
限了来说。它的真功用在给人以新意
义，新趣味，教人以自然人生的观察
法，从自然人生中去领略新意义和新
趣味，能把人从厌倦的生活中救出于
清新的风光之中。再进一层来说，它
是人类生活的滋养料，是教示人生活
的良师，有了文艺我们可以扩张乐悦
和同情理解的范围，可以使自我觉
醒。使人知道人生的秘奥，从种种方
面表出人的价值。对于这一回答，老
师画了双圈，应该是最高的评价。

试卷中还有一道题，问：文艺作家
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叶邦瑾则答道：

“文艺作家有着常人没有的敏感，对
于自然人生有着炯眼，一切进步的第
一声往往由文艺家喊出，然后由哲学
家加以研究，政治家加以改革，终于
造成了实际的真相。”这个回答涉及
到政治改革，非常有深度，真不敢相
信这样精辟独道的论述出自一个只
有 14岁的女学生之手。答题时，叶邦
瑾还列举了郑板桥的诗，易卜生的
《傀儡家庭》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
记》，等等。很显然，这些书和诗她都
是读过的。

投身革命 砥砺前行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的烽火在全

国燃起。在偏僻的滨海小镇掘港，叶
邦瑾满怀爱国热情，参加抗日宣传活
动。1940年 10月，新四军到达掘港，
叶邦瑾与家人和同学一起夹道欢迎
人民军队进驻县城。此后的日子，只
要一有机会，她就去找部队的女同
志，与她们聊天交心。驻掘港新四军
民运工作队也很快发现了这个追求
进步的小姑娘，并精心培养这个革命
的好苗子。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叶
邦瑾和另外一名女同学面对鲜艳的
党旗，举起右手，秘密地宣誓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的解放事
业。

入党后的叶邦瑾，迅速地投入到
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中。1941年春，
日军占领掘港，新四军和如皋县党政
机关决定转移到农村去。作为新党
员的叶邦瑾也打报告要求去农村做
农运工作。当时，家里人觉得她不到
16岁，劝她等初中毕业后再去。但叶
邦瑾坚定了去农村的决心，说服父
母，打起背包，和同志们一道踏上了
转移的征程。

在离掘港 20 多公里的丰利乡
下，叶邦瑾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发
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二五”减租，
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支援抗日前
线，很快成为民运工作的骨干。“她
头上扎花毛巾，身上套粗布衣，脚穿
圆布鞋，俨然一副村姑的模样。她
在贫农家生活工作，喝粯子粥，睡破
席子，蚊虫叮咬爬虱子，从不叫苦叫
累。”这是她父亲在一次探望她回家
后告诉家人的话。那一次，叶邦瑾
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父亲叶仲白
冒着危险赶去看望。当他看到女儿
躺在床上，周围不少农村妇女给她
洗衣做鞋、端茶送饭，将自己舍不得
吃的花生、鸡蛋送到她的床前时，他
流下了眼泪。女儿在战争的洗礼中
长大了！

1943年 4月，日伪军对我苏中四
分区进行残酷的“清乡”，构筑起了数
百公里的竹篱笆。这条封锁线，不仅
限制新四军的物资运输，而且变成了

“人民群众的死亡线”。时任丰西区
委委员的叶邦瑾，带领同志们穿梭在
岔河、马塘、丰利一带，一次次烧掉日

伪封锁线上的竹篱笆。群众们说，哪
里有火光，哪里就有叶邦瑾！

7 月 1 日夜晚，新四军一师的部
分主力部队主动出击，火烧竹篱
笆。叶邦瑾率领行动小组，配合主
力部队，一起烧毁绵延数百里的竹
篱笆，彻底打破日伪封锁线，全面拉
开苏中军民“反清乡”的序幕。《解放
日报》称赞此举为“辉煌的英勇奇
迹”。叶邦瑾任组长的行动小组在
这次战斗中，荣获“模范中心组”的
光荣称号。

1944 年春，叶邦瑾奉调担任如
皋城东区交通站站长，化名胡明俊，
以“三姑娘”的代号开展工作。这是
苏中总站第一干线上的重要大站，
是沟通苏中区党委和第三、第四地
委的咽喉。交通站共 10 人，平时分
别隐蔽在老百姓家中。她和交通员
们一道，随时分析敌情，研究交流交
通站工作经验，巩固老交通点，开辟
新联络点。有一次，丁家所附近的
联络点出了问题，叶邦瑾了解到当
地一个伪乡长有一点爱国思想，决
定孤身前往做思想工作。当天，她
徒步 20多公里，赶到伪乡长的住所，
向他宣传抗日爱国的道理和新四军
的政策，并转告他在我方亲属的安
全情况。经过耐心的说服，这个伪
乡长终于愿意为新四军的交通站提
供方便，使这个联络点得以保存下
去。

1944 年夏天，叶邦瑾升任如皋
交通站副站长，领导串场河两侧半
公开的交通站和秘密交通站。她和
交通员、民兵一起，战斗在掘港、马
塘、岔河、双甸等地区，布置检查工
作、传递党内文件、护送来往人员，
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一次次出色完
成党交给的任务，为新四军打击敌
人、团结群众一致抗日作出了突出
贡献。

新华英烈 浩气长存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
上调叶邦瑾到新华社苏中分社一支
社当战地记者，并决定派她到华中一
地委党校学习。那年她 20岁，原本准

备结婚的她二话没说，撂下婚事去党
校报到，学习结束后就到苏中分社一
支社开始新闻工作。在条件非常艰
苦的情况下，叶邦瑾采写了不少关于
反映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和斗争的稿
件。

新华社苏中分社一支社设在如皋
城内，与《江海导报》报社合一，叶邦
瑾是这支革命新闻队伍中的年轻一
员。当时，新华社记者除了做新闻采
编工作外，还兼做社会工作，叶邦瑾
主动报名要求参加土改工作团，被委
任为地委土改工作团如皋柴湾组组
长，兼柴湾区委委员。

柴湾西部的复兴乡三联村，反动
势力猖獗，本来组织上安排叶邦瑾到
形势较好的柴湾东北部工作，可她主
动要求到工作难度较大的柴湾西部
三联村去。她说：“干革命还拣什么
地方？哪里有困难，我就到哪里去！”
毅然与胡义昌、杨忠志组成“西挺
组”，由她任组长，带领工作队员进驻
三联村。

由于叶邦瑾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
验，又善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征
粮、土改工作取得节节胜利。对于这
位在如皋已颇有名气的革命“三姑
娘”，敌人自然恨之入骨，扬言，谁抓
到叶邦瑾，赏黄豆十石；谁知情不报，
就以通新四军革杀勿论！

1946 年 8 月 9 日傍晚，叶邦瑾
和胡义昌在“翻身组长”杨玉琴家
中开群众会，由于坏人告密，敌人
分三路扑来。叶邦瑾在组织群众
安全撤离后，突然想起在群众中家
中养病的新工作队员陈文龙，她顾
不得自己的安危，返回去找陈文
龙，不幸被四面包围过来的敌人逮
捕。

在被捕后的一个星期时间里，敌
人对叶邦瑾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一
次次鞭抽吊打，“灌肚肺”“坐老虎
凳”，用烧红的铁丝戳进她的乳房，叶
邦瑾一次次昏死过去，但她始终坚强
不屈。无计可施的敌人，残忍地将叶
帮瑾杀害了。禽兽不如的敌人还割
掉她的双乳和耳朵，剖开她的胸膛，
挖走她的心脏，抛尸于荒郊野外……
华中野战部队和新华社苏中分社一
支社的同志们无法抢回叶邦瑾的尸
体。当地老百姓在敌人“格杀勿论”
的禁令下，也不能靠近她。当天夜
里，在一片漆黑之中，几位素不相识
的贫苦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含
泪在自家的小块田里，埋葬了叶邦瑾
的残尸。

北有刘胡兰、南有叶邦瑾。年仅
21岁的叶邦瑾壮烈牺牲后，新华社延
安总社全体同志悼文刊登在《解放日
报》上，并电发各解放区。延安的电
文说：“电悼叶邦瑾，学习她坚贞不屈
的精神!”“叶邦瑾真不愧是共产党员
与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模范。”范长
江特地给叶邦瑾的亲属发了唁电。
新华社发表了消息《女记者叶邦瑾同
志惨遭蒋军杀害》。为纪念这位人民
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如皋县将叶邦
瑾被捕的柴湾三联村，改名为“邦瑾
村”。

后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
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
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今年八月，应如东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扶海丰碑》专题摄制组之约，我
们沿着烈士走过的路，追寻先辈留下
的足迹，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重温入党誓词，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洗
涤，更加坚定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信心和决心。感谢叶邦瑾烈士的
姨侄樊泽兵、姨侄女樊志瑾，以及如
皋市烈士陵园、如东县烈士陵园提供
了大量史料。

那一年 ,她 21 岁
□ 冯志明

“陈老师”

的灶台人生
□ 潘晓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