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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春华秋实，四十年的改革开

放，四十年的奋力赶超，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带领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

火如茶地飞速发展。在祖国的大地上，每分每

秒都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每时每刻都在创造

着世界奇迹。在全世界的一片惊叹声中，我们

昂首挺胸，阔步前行，一路披荆斩棘，用智慧

和勤奋朝着我们的宏伟目标快速迈进，顺利实

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转

变，已巍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欣喜之余，

国人在广泛享受高度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之际，仍然会回首感叹：这一切来的是

这么的突然，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又是那样的

瓜熟蒂落和水到渠成。我非常有幸经历了这个

巨变的时代，亲历了这个创造奇迹的过程。我

为我们伟大的党点赞，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点

赞。耄耋年着之际的人们在闲暇之余，尽情地

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在幸福地颐养天

年之际总会对做过的一些事产生深深眷恋。因

为过去的一些所为是伴随他们一路走过来的，

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怀，那种情有独钟的忆惜，

也唯有他们才能读懂其中的快乐与温馨，这一

些成年故事不仅散发着民族的生活信息，也折

射出许多内涵深厚的科学道理。品味过去，仍

觉一丝丝亲切。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

长，她根植社会的每个角落，她见证于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

见证或享受着这种中华瑰宝，有些我们永远不

能忘记，更应该传承和发扬。下面就过去做的

几件传统和大家共同温馨回忆一下。

土 炕

在我们沁县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不

论你居住的是瓦房还是窑洞，家家都有土炕，

每个人都在土炕上降生，在土炕上长大、吃饭

睡觉，最终又从土炕上走向另一个世界。生生

死死，土炕伴随了人们的一生，可以说土炕就

是一部历史，就是一本书，读懂了土炕，就读

懂了农村的前世今生。

土炕上铺苇席，女人坐月子生孩子时，把

土炕上的苇席卷起，铺上干草坐在上面，让生

命得到洗礼。这就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孝子跪

干草的由来。农村的孩子哪一个不是在土炕上

降生的，他们在土炕上学会了爬，学会了叫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学会了走路。直到长大成

人、上学成家，还在土炕上生活、生育。土炕就

是根，有了土炕就有了暖意。老话说“炕暖三

间热”，土炕连着土灶，灶炕相连，即使是北风

呼啸的冬天，只要有土炕，就有暖意。

在农村，过去如果住房是二间相连，总有

一间是土炕位置，余下的地方，才是灶台、水

瓮、衣箱及桌椅板凳等摆放的地方，不论外面寒

风刺骨还是白雪皑皑，这边房内土炕上，一家人

围坐吃饭、拉家长，要好的亲戚朋友来访，或正月

里走亲戚，先进来就是让上炕暖和暖和。农村的

土炕就是现代人的卧室兼客厅，好朋友聚在一

起喝上二两也在土炕上，平常家里来了客人，父

母就会让孩子们下地，把客人让在炕上。

早些年，炕上只铺苇席，很容易扎刺，苇

席刺很难挑。有时候扎上刺也不知道，直到化

了脓才发现。小孩子睡在炕上，小脚蹬在苇席

上，擦的红肿红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国家经济飞速

发展，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农民生活稳步上

升。炕上用品也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苇席炕

铺上了塑料布、人造革、油漆布。一块油漆布

铺在土炕上，屋子里立刻鲜亮了起来。再后

来，花样越来越多，图案越来越好看，颜色越

来越鲜艳，再也不是单一色的红、黄、蓝，有了

“丹凤朝阳”、“鸳鸯戏水”、“喜鹊登梅”等等图

案。农村娶媳妇，除了注重颜色外，图案也很

讲究。就炕围来说，由最初的砖头块炕围纸，

改由请画匠画图案，如“三娘教子”、“天仙

配”、“红楼梦”等都流行过一段时间，后来又

改画山水风景、鱼虫鸟兽等。就算是生活再差

的人家，请不起画匠，也要买上点油漆刷一

刷，然后画上边装门面。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步深入发展，

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城镇

化，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刨了土炕，换成

了床，床上用品也是花样繁多，由布料变化

纤、丝绸，变得好些连名字也叫不上来，越来越

高级，越来越舒适，土炕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进程

变成了历史。

改革开放 40 年，农村变化日新月异，土

炕变床只不过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个小插

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

们观念的更新，农村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越来越好。

老 井

每当拧开自来水的水笼头，听到哗哗的

流水声的时候，不由的想起了村中央祖祖辈辈

使用过的老井。

老井座落于村中间，井口直径 1.6 尺，井

下据说有一丈多宽，所以存水量特别大。1959

年大跃进时，修漳源水库，村子里住满了民

工，连明昼夜都有人绞水，辘轳几乎不停，井

水也不见少。就是遇上特殊的干旱年月，井水

依旧很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子里雇佣河

南工人重新挖井，夯井时因为水流量很大，用

两台水泵同时抽水也无法施工，有个工作脱下

身上的衣服把水眼堵上，才算勉强完工。井深

足足有 20 多米，二尺来长的辘轳要麻绳绕满

一圈才能绞上水来。至于老井什么时候就有

了，村子里谁也说不上来，我看应该是建村不

久就有了吧，因为人要生存、生活，没水一天

也行啊。

村子大，人口多，吃水、担水历来是村子

里的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村里想了很

多办法，但因资金问题一直没法解决，井口每

天排着长长的担水队伍，人不排队桶排队。要

是遇上一年一度的春节，一个大男人担水排队

整整一个下午也担不上三回水。记得有一年腊

月三十，人们已经吃过晚饭，烧完香，放完鞭

炮准备睡觉，我和俺娘才糊窗贴对忙活完，去

抬水，天黑井台滑，差点掉在井里。并且是正

月初一下午就有人担水，整整一年，辘轳也就

是休息正月初一上午。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村委会把村民们吃水难的问题再一次搬上议

事日程，通过各方抽集资金，投资 1 万多元在

村中间修了一座水塔，虽然没条件通到各家各

户，但担水排除等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也就

是一两年时间，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水塔荒

废，又恢复了担水排队的历史，不过村里不少

人家在自家院子里打了水井，给老井减轻了负

担。直到 2006 年，在上级部门关怀下，村里才

通了自来水，而且进入到各家各户，才彻底告

别人畜用水难的历史。如今只要水笼头一拧，

哗哗的自来水就流，不少人家连水缸也不用，

直接就把水管接到锅台上。这些都是改革开放

才能得以实现，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经历者、

见证者、受益者从心底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碾 磨

碾子石磨是人们过去一种加工五谷杂粮

的工具。碾子一般安在住户大门外左边，磨子

安在右边，因过去老百姓受封建迷信影响，认

为碾子是青龙，磨子是白虎，合八卦方位，左

青龙右白虎。就是过春节，也要写上一个红纸

贴，分别写上“青龙大吉”、“白虎呈瑞”等吉祥

语言，分别贴在碾磨上，正月初一早上还要早

起烧香磕头。在老百姓眼中，碾子还有另一个

作用，遇上干旱年月，老天不下雨，人们还要

浇碾子祈雨，国为碾子是青龙。这在靠天吃饭

的年代，也算是种无奈。还有的农村人，把孩

子认给碾、磨，谓之让孩子好存活，逢孩子生

日，大人带上孩子给碾磨上供、烧香磕头。过

去年月，推磨碾面全靠人力，累得头昏眼花、

腰酸背痛，有时还趴在碾杆上打瞌睡。上世纪

六十年代，村里安了水磨，可也是杯水车薪，解

决不了大问题。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村里安上了

小钢磨、双滚磨，后来又发展成大型碾面机，碾

谷机等机械，人们才从推面碾面中解决出来。改

革开放的今天，发展成为买米、买面吃现成，碾

磨成为历史，推磨碾面成为历史记忆。这在过去

是连想也不敢想的，现在却变成了现实。我们坚

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忆 惜 温 馨

在河南省荥阳市老城南街，一

座青砖灰瓦的三进院落内，矗立着

一尊董天知半身铜像。这是山西牺

盟会杰出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的重要领导

人之一董天知的出生地。

董天知，原名董亮，曾易名董

旭生，1911 年生，河南荥阳县人。早

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直接受党的

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的影响，参加

革命活动。1929 年，他考入北平宏达

学院，参加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党

的外围组织。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任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

干事兼儿童局书记。1930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1 年董天知被捕入“北平军

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政

治诱降和死刑威胁前，他大义凛然，

忠贞不屈。

1934 年冬，狱中政治犯 50 余

人，为要求下镣、看报，举行绝食斗

争。董天知毅然参加，到取得胜利

时，他已奄奄一息。

1936 年 9 月，董天知经党组织

营救出狱，10 月下旬被中共中央北

方局派往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参与领导山西牺牲救国同

盟会和建立山西新军的工作。1937

年 9 月在牺盟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

当选为执行委员和抗日救亡先锋总

队总队长。曾率山西各界慰问团到

华北前线慰问抗日的第二十九军将

士。同年 11 月起先后任山西抗敌决

死第三总队政治主任、第三纵队政

治 部 主 任 和 纵 队 军 政 委 员 会 书 记

（后任政治委员）、山西第五行政区

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

粉碎了反动军官李冠军策动的军事

叛乱，指挥部队在晋南、晋东南配合

八路军主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0 年整军后，董天知任八路

军 129 师决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1940 年 8 月，董天知率部参加百团

大战时，在山西潞城王（郭庄）村战

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亲率警卫作

战，因寡不敌众，28 名官兵全部壮烈

殉国。董天知牺牲时年仅 29 岁。

董天知牺牲后，牺盟总会在悼

词中称他“是最优秀的牺盟领导者，

是最优秀的青年模范，是最优秀的

青年军事干部”。

董 天 知的 侄 子董 广华 一 直没

有停下挖掘整理伯父事迹的脚步。

“他用热血和牺牲诠释了爱国主义

的深刻内涵，他的精神将一直激励

着我们。”董广华说。

董天知：抗日壮士英气冲天

闫国平

1、鲜奶：越简单越好
其实，对于牛奶，越简单越好。纯牛奶就是非常好的

选择，配料表里就只有一味：鲜牛奶。

健康人群，喝全脂奶就好，营养更全面；肥胖群

体、高血脂等需要低脂饮食的慢性疾病患者、饮食过于

油腻人群，可以选择低脂或是脱脂牛奶；乳糖不耐受可

以选舒化奶；

至于是常温奶还是巴士消毒的奶，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即可；高钙奶意义不大，因为其钙含量虽高但吸收好

不好是另一回事。

2、酸奶：配料表里第一位是奶
如果配料表第一位的是水，那这样的产品大多不是

真正的酸奶，而是乳酸菌饮料或者风味乳饮品。这样的

奶制品包装上大多会找到“乳饮品”或者“风味发酵乳”

等字样。

水林兄弟，昨晚梦里我和你又回到了南泉，回到了久

别的南泉小学。

梦中的我看到原来的南泉校舍，满目苍荑，不堪入

目，好像咱们还住在最上边一排的破房里，已完全不是原

来完好的样子，面对如此破败的校舍，我大发雷霆，而你却

好像木然，我一次又一次地问你，“普九时的漂亮楼房哪去

了？”你就是缄口不答，你只是看着我笑笑，搞得我很无奈。

一觉醒来，方知是梦，定神一想，你已离去。而你西去的突

然，西去的悄无声息，直让我心痛，直让我心似刀剜。

回想我们在南泉工作生活的日子，真是一言难尽，

感慨万端。我们在南泉搞普九攻坚，成绩斐然，名振沁

县，那样的苦，那样的累，我们都挺过去了，而且代表

全县七个山区乡镇接受了省政府验收，并给予很高的评

价，那时你是南泉小学校长，首当其冲接受验收，那工

作的艰辛，那奋战的情景，至今我都历历在目。我离开

南泉，你也步步高升，最后一个临时抽调的工作人员，

成为沁县教科局的优秀工作者，又被选送到脱贫攻坚的

第一线，从百姓的赞扬中看到了你的工作实绩，从领导

的表扬中再次证明了你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

但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在扶贫路上的最后一段，

你却不打招呼地走了，难道你是真的太累了吗？难道你是

眼看胜利而不愿邀功了吗？难道你不想迎唱凯歌吗？我想

你是太累了，你太想好好地睡一觉了，然而谁又能想到你

长眠于扶贫的路上呢？痛失兄弟，使我的心实在无法平静，

以致梦见了又和你战斗到了工作岗位。唉！你的不辞而别，

让我永远怀念；你的工作业绩，让世人永远铭记；你的为人

品格，让亲朋邻友永远赞颂。人死不能复生。作为老友送你

一副挽联，作为对你的永久纪念：

五十年诚诚实实做人，过一方一方赞颂；

三十载兢兢业业工作，走一处一处辉煌。

西去的水林兄弟，愿你一路走好，走向云天，笑看人

间！

寄好友水林

在段的教学中，教师不能满足于传授段的知识，更不

能不经过思考，就把段的层次结构段意等具体内容全盘托

出。而应着眼于教给方法，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得

出结论。

一、教给学生在段中分层的方法
在教学中，我们让学生通过阅读实践，总结出这样的

方法：划分层次先要初步了解段的主要内容，再弄清段中

有几句话，一句一句的读，弄清每句话的意思，然后再分析

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接着看哪几句话讲的是一个意思。如

果一句话就是一个意思，那这句话就是一层。如《美丽的小

兴安岭》第四段，就可用上面方法，让学生通过阅读去分

析，这一段只有五句，一句一句地读，弄清每句话的意思。

再分析各句间的关系，第一句讲树木长得葱葱茏茏，第二

句讲枝叶把空间封得严严实实，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补充和

具体说明，两句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可以合为一个层次，

三、四、五句分别讲了一个意思，可以合为一个层次，分别

从“树木的茂密”“晨雾”“阳光”“野花”等四个方面来表现

小兴安岭夏天的美丽。四层意思是并列关系。这种方法，开

始应在教师引导下归纳出来，以后则训练学生运用方法自

已进行分层练习。

二、教给学生掌握层次安排的规律
有的段落有中心句，就要指导学生抓住中心句，段意

也就概括出来了，如《富饶的西沙群岛》第三自然段第一句

“西沙群岛是鸟的天下”是总述句，也是中心句。要告诉学

生段的总述句往往是中心句。当然中心句也可以出现在段

中或段尾，要通过训练掌握中心句的方法，因此在学生对

自然段的“段意”和中心句的识别方法有了感性认识的基

础上，让学生找出类似的自然段，读读、想想、议议，找出规

律，总结方法，举一反三，形成技能，再把学习方法迁移到

“一般”自然段的学习中。

如果段中几个层次意思同等重要，分不出主次，就要

把各层意思都概括起来。如《富饶的西沙群岛》第五自然段

写了贝壳和海龟，两层意思同等重要，就要概括为：海滩上

有美丽的贝壳和有趣的海龟。

三、教给学生认识段的整体性
整体与部分是对立的统一，各部分虽然都有它的特殊

性和不同功能，但都不能离开整体而存在，“整体性”要求

我们在自然段的教学中应以整体的目标出发，通过读懂字

词，弄懂句子，搞清句与句的联系，进而划分层次，归纳

段意，读懂自然段。文章是个“系统的工程”，系统内部

诸要素之间总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互相影

响，共同构成系统的整体，自然段是个“小系统”，我们

讲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就是这个

意思，所以我们不能离开“整体”去教学“段”。在自然

段的教学中，应强调从“整体”入手，通过部分的探究，

然后回归“整体”，例如 《飞机遇险的时候》 第二自然段

讲飞机遇险，情况十分严重。第一遍读，让学生初步感知

整段讲什么。第二遍读，概括每句话讲什么。第三遍读，

抓住重点词理解句子意思。第四遍读，联系上下文弄懂句

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第五遍读归纳自然段的主要意思。

到此并未结束，因为这段讲的是飞机遇险即 为“让 伞 ”

的原因，第三自然段才讲“让伞”。如果我们不是在读

第二自然段时注意了词与句、句与句“整体”间的联系，

就体会不到“万分危急”的感受，而讲“让伞”不联系“遇

险”一节，周恩来同志“舍己为人，临危不惧”的品质就表现

不出来。由此可见，“整体”联系在自然段的教学中显得多

么重要。

总之，无论是自然段分层，还是分析层与层之间关

系，或是概括自然段或是注意段的整体性，整个过程都应

在学生积极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有的学生由于方法掌握不

够熟练，在分析概括中难免出现各种差错。对此，老师不

能简单地把正确答案告诉学生。而应该让学生自己寻找错

误原因，通过再阅读，再思考，得出正确答案。只有这

样，才能提高学生理解和表达的能力，从而促进学生逻辑

思维能力的发展。

红旗小学 安红霞

小学中年级“段”的教学方法

现代人因为生活习惯等

因素，肠胃总是存在一定的问

题，如果胃不好，往往会导致

一连串的疾病出现，如果在生

活上和饮食不注意，普通的胃

病很容易导致胃癌的发生。那

么，胃最怕的是什么呢？

1、胃怕“寒”
胃是个喜温的器官，对寒

凉的刺激很敏感，如凉菜、冰

镇饮料、凉风等都会引起急性

肠 胃 炎 。 所 以 除 了 饮 食 上 注

意，日常注意腹部的保暖也是

预防胃病的重要方法之一。

2、胃怕“撑”
好吃就多吃点，不好吃就

少吃点，这是很多人吃饭时的

习惯。其实这样是很伤胃的，

当 你 遇 到 好 吃 的 就 狼 吞 虎 咽

时，食物咀嚼不充分，消化液

分 泌 不 足 ，食 物 难 以 充 分 消

化，久而久之，易致胃病。并且

吃 的 太 快 还 会 造 成 吃 撑 的 情

况，不仅使胃的消化能力难以

承受还会导致急性胃扩张、胃

穿孔等严重疾患。

3、胃怕“晚”
因为工作忙或者是其他

因素，很多人都不按时吃饭。

饿了也常常会忍着。其实在饿

了的情况下，胃内胃酸、蛋白

酶浓度会相对较高，要是没有

食物来中和，就易造成黏膜的

自我“消化”，导致胃炎或消化

性溃疡。所以，再忙也要三餐

按时进食，也可以在两餐之间

适当的加餐。

4、胃怕“生”
在吃一些肉类食物的时

候很多人不吃全熟的，这种情

况下，特别是一些鱼肉类，会

含有大量的寄生虫或者细菌，

不经过高温吃进胃里，对胃的

伤害可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在饮食上要注意的

是尽量要煮熟来吃，有助于消

化吸收，还可以杀菌。

5、胃怕“忍”
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会

有一些胃病，所以很多人的观

念中，胃疼忍忍就过去了。但

其实这样忍着，很容易把小病

拖成大病，并且如果在吃了胃

药以后，胃疼还不见好，这就

要注意了。建议要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胃有“五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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