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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热点

深秋里的诸暨达材小学，就像一幅画。

28株七十多岁的法国梧桐树连成一片金黄，伫立在围墙

里。

每个周一，陈洁虹会开一个半小时的车来学校，踏着满地的

落叶，走进校园给孩子们上课。而她的后备厢里，总会装满食物

——这几乎是她们五名住校年轻女教师，一周的伙食。

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华，在学校的每一个夜晚，她们一起

做饭，加班，讨论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业。

把平常的山居日子过出诗意，让孩子们的未来焕发光彩，

她们希望，这所培育了几代山里娃的百年学校能一直办下去。

生活条件很艰苦，教学任务繁重，晚餐的食材只能一周一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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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独生女
正在成长的大厨子

11 月 18 日，冷空气来了。这是新的一

周开始，早晨六点多，陈洁虹从老家店口出

发，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到了学校。她从后

备厢拿出一些粉丝、面条等食材。有的放进

冰箱，有的放在架子上——那其实是幼儿园

淘汰下来的小床。离城区远，每天来回不方

便，陈老师和其他四名女老师都选择了住校。

在家里，她们都是独生女，她们都还单

身。所以，也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光，“有了家

庭孩子，肯定要回家了。”

学校只提供早餐和中餐。所以，晚餐需

要她们自己解决。于是，五名原本都不会做

饭的女老师，开始学着做大厨。

偏远的达材小学，距离镇上的菜场需要

步行半个多小时，获取食材并不容易，但幸运

的是达材小学有一大片实践基地，里面种着

各种各样的蔬菜。

老师们带着孩子一起劳动，开地、种菜，

这也成为老师的食材来源。夏天，学校里的

豌豆成熟了，几个老师就一起煮豌豆饭；豆角

成熟了，大家就做起了豆角焖面；秋天，学校

里的玉米、毛豆丰收了，老师们好几天的主食

就有着落了；青菜长势喜人，于是，青菜年糕

就成了近期的招牌菜。

除此以外，达材小学的后山上也有许多

大自然的馈赠——春天，几个女老师会相约

去山上拔“青”，回来做清明馃；秋天，山上的

毛栗子掉下来了，几个老师放学后就去山上

捡栗子，回学校做糖炒栗子吃。

达材小学的几名住校女教师都是90后，

最幸福的一代，从小都没怎么干过活，例如赵

楼琪，之前她连苹果都不太会削，一直被其他

几个老师“嘲笑”。如今的她，是削土豆、削番

薯的个中好手。大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虽

然晚饭时不时会做失败，但大家一直很努力，

想让自己吃上一口好的。

陈洁虹是主厨，虽然她在家的时候也不

会做饭，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但在这里，她

学会了做各种美食。

其他的老师，有的洗菜，有的摘菜，各有

分工——配菜师寿婷婷；后勤徐依科、齐佳

玲；宣传推广赵楼琪。

赵楼琪是大家眼中的才女，她把做菜的

场景拍成了视频、照片，发到网上，收获点赞

一片。她戏称学校厨房是“达材大酒店”。

一开始，她们晚上烧得最多的是面疙瘩，

因为简单、方便，只要烧一锅。后来，花样也

多了起来。每天，她们吃得最多的是蔬菜。

一名女老师刚调到了镇上，偶尔也会来看她

们，有一次带了一块肉，陈洁虹她们吃了半个

学期。

吃饭就在厨房的配菜台上吃，一边吃一

边聊，有时候会谈学生们。上课遇到了什么

问题，孩子调皮该怎么办？等等。

晚上的生活是枯燥的，但也让她们能够

沉下心来。

有历史的校园
努力办学的现在

69 名学生，9 名老师，几名职工，28 株梧

桐树，构成一座校园。

达材的老师辛苦，由于学校规模小，老师

少，年轻老师平均每周 18 节课。比如寿婷

婷，她兼着语文、数学等多门课。

山里的孩子条件艰苦，见的世面也少。

有一次去做家访，看到孩子和爷爷奶奶过着

清贫的日子，陈洁虹回来就哭了。但在老师

们的眼里，孩子们也有很多优点——勤劳、淳

朴等等。

四年前，徐依科大学毕业来到这里。她

喜欢上了这里的孩子们，喜欢拍照的她拍得

最多的是孩子们的笑脸，每一张都是那么动

人。赵楼琪说，这些孩子，就像是她们手里的

食材，虽然简陋不华美，但是，只要他们用心，

也一定能做成一道好菜。

“达应达之地，塑可塑之材。”这句校训，

被高高刻在墙上——这是达材小学名字的意

义。一百年来，它经历了书院、中学，到现在

的小学。

如今，在学校的一块碑文里，还能看到这

段历史。学校本来是一座四合院的老房子，

很古朴，后来拆了建了一座新的。

边建立是学校的校车司机，每天两次，他

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他的父亲、儿子，包括

他自己，三代人在这里读书。对这所学校充

满了感情，为此，他选择了回学校开车。

四年前，90 后宋可淼来到这所学校。现

在，他是校长。四年来，他看到每年学生在减

少——从上百名到现在的 69 人。随着城镇

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流向城里。没带走

的就成了留守儿童——达材小学里的就大多

是。宋可淼现在研究，针对学生的特点，开一

些留守儿童精品课，这样更有助她们的成长。

今年，“互联网+义务教育，推进中小学

校结对帮扶，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被列入浙江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和达材小

学结对的是诸暨市区的暨阳小学。

陈洁虹说，以前没有专业的美术、音乐老

师，有了互联网的课堂，孩子们特别喜欢。虽

然山里玩泥巴，但在课堂上还没玩过，他们觉

得特别有意思。在采访的时候，突然跑过来

一个男孩，他和陈洁虹说：“老师辛苦了。”

陈洁虹悄悄和我们说，这个孩子智力有一

点点问题，但人其实很好的。本来在特殊学校，

后来，家长把他送到了这里，“跳舞特别好。”

“来给我们跳个舞吧！”男孩一开始不愿

意，后来他还是跳了。没有音乐伴奏，他跳起

了街舞。

“虽然孩子越来越少了，但我们还是希望

这所学校能一直办下去。”陈洁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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