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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余姚日报》收到小学退休教师邵佩蓓的一封来信，邵老师想通过媒体，向东风小学 1966 届甲班同学

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这封信，揭开了一段跨越50多年的师生情。

1963年9月，20多岁的翁汉烊任教于宁波余姚东风小学，与当时班上的小学生结下深厚情谊。当年的老师如今

已79岁，当年的学生也已年近七旬⋯⋯

当年他们读小学，翁老师20多岁

如今同学们已年过花甲，翁老师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

老师，现在我们来照顾您

天气刚刚凉下来，西湖边就传来了冬候鸟的消

息。

昨天一早，拍西湖鸟儿很在行的浙江野鸟会副

理事长东斯给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发来照片：西湖今

年的第一只冬候鸟已经抵达。

这是一只普通鸬鹚。它立在三潭印月的石塔

上，伸长脖子左看看右看看，仿佛要告诉大家：“看，

今年又是我第一个到！”

“估计它是前一天到的，几千公里飞过来，很耗

体力。”东斯说，“这段时间，它除了找食物，基本上不

会大动，就立在那里休息。而且，它现在胆子也小，

人或船稍微靠近就会飞走。”

划船的船老大报料说，其实这只鸬鹚还飞到西

湖国宾馆的水域去溜达了一圈。

“那边环境更安静，人少，干扰少。”东斯说。

按照鸬鹚的习性，一般8月底它们就会从北方上

路，长途跋涉半个多月才飞到杭州。“近几年观察下

来，每年9月初这几天，鸬鹚肯定会到。”这不，昨天早

上7点多，东斯到三潭印月一看，果然来了。

第一只鸬鹚，算是先遣部队。后方的大部队，没

它那么快，“预计还要等上半个月，下一波才会到，按

照往年规律，也就三四只。鸬鹚大部队抵达西湖的

时间在9月到10月初，有一个月的跨度。”

每年秋天临近，西湖四大冬候鸟——鸬鹚、鸳

鸯、织女银鸥和普通秋沙鸭，都会陆续来报到。

第一梯队打头阵的，肯定是鸬鹚。

而第二梯队是鸳鸯。它们的先遣部队，一般在

10月中下旬、11月初来，数量不会很多。

到了 11 月中旬甚至更晚一点，才会陆续多起来，

加上留守鸳鸯和今年繁殖的，预计鸳鸯的数量可达

数百只。

后面来报到的是织女银鸥，11月中旬会到，它也

很爱三潭印月一带，它们胆子很大，经常和鸬鹚抢地

盘。

最后姗姗来迟的是普通秋沙鸭。超级“社恐”的

它们，很低调，想看秋沙鸭估计要等到12月了。

要说最爱西湖的冬候鸟，肯定是鸬鹚。一般它

们都是 9 月左右来报到，第二年三四月，等所有冬候

鸟都飞光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在杭州的大半时

间，鸬鹚们就宅在西湖潇洒，每天抓鱼、玩乐。

西湖冬候鸟，都是野生鸟，它们对环境很敏感，

所以想观鸟的市民和游客，最好戴上个望远镜，安安

静静地看着就好，千万别太接近，以防惊扰它们。

本报记者 余雯雯/文 东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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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在余姚市舜辰老年公寓食堂，20 多

位老人围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欢声笑语不断。

中间那位老者便是翁汉烊老师，围在身边的是他的

学生。

今年年初，翁老师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这

些爷爷奶奶级别的学生，每周都会轮流照看翁老

师，陪他聊聊天、吃吃饭。教师节快到的时候，大家

就想着一起来看看翁老师。

“我们都是东风小学 66 届甲班的同学，当时

翁老师刚刚接手我们班的时候，我们是个‘吵客’

班，在翁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变成了一个优秀班

级。”学生王月英向记者娓娓道来：翁老师爱好音

乐，寓教于乐，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同学会拉二

胡、吹笛子。

“我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翁老师知道我的情

况后，经常叫我去他家里吃饭，把我当亲人一样

⋯⋯”回忆起往事，年过花甲的楼金江眼眶里满含

泪水。

多年来，他逢年过节都会去探望翁老师。翁老

师患病后，他来得更勤快了。大家一起吃饭的时

候，他总抢着坐在翁老师身边，给他夹菜。

远在上海的学生陈晓龙知道这次聚会后，特地

打来微信电话，感谢翁老师的谆谆教导。“他经常买

零食给贫困的孩子，会冒着酷暑进行家访，在教学

上也是尽心尽力，不管在做人上，还是在学问上，他

都是我们的启蒙老师。”陈晓龙说，“我们工作后，分

散在全国各地，但我们一直记挂着这份师生情、同

学情。”

年轻时的翁老师多才多艺
对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
年轻时的翁老师多才多艺
对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

翁老师没有子女
同学们愿意一直去照顾他

翁老师生病后，记忆力大不如前，还曾走失过几次，

这让老伴邵佩蓓一筹莫展。“我今年 80 岁，没有子女，我

从上海过来的，兄弟姐妹也都在外地，他们年纪都大了，

帮不上什么忙⋯⋯”这时她想到经常来看望他们的学生。

王月英说，同学们知道翁老师患病后，决定组建一个

爱心团队，每组3人，每周抽出时间来照看翁老师。

同学们考虑到师母一个人无法照料翁老师，在与翁

老师的妹妹沟通后，将他接到了舜辰老年公寓。

同学们还带着翁老师去宁波检查⋯⋯

即使记忆力衰退得厉害，但每次看到学生们，翁老师

都特别开心。他还会早早等候在公交车站，等待学生的

到来。

“翁老师没有子女，我们愿意一直去照顾他。”翁老师

的一位学生说。

来煞不及赶来，悠哉游哉荡荡

西湖第一只冬候鸟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