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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来诺日镇岗更嘎查，有这样一位奶食品制作技艺市级

代表性传承人，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帮助下，成立了新牧人民族

传统奶制品手工坊，让传统奶食品香飘四方。

来到宝玉华的小作坊，她正忙着制作准备销往当地超市的

奶豆腐。宝玉华介绍：“我们奶食品经过新鲜牛奶放了发酵，发

酵完了把奶嚼口撇出来，撇完奶嚼口再在锅里熬制，把乳清撇

出来再熬制一会成型，成奶豆腐了，我们的奶豆腐绵软好吃，有

奶香味儿。”

宝玉华从14岁开始跟着妈妈学做奶豆腐，掌握了奶食品

的制作技艺。2015年，宝玉华开始向周边人家销售自己做的

奶豆腐，并慢慢脱了贫。后期正在她想要扩大规模，不知该怎

么发展的时候，达来诺日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帮她规

划了厂区，现在发酵区、冷藏区等一应俱全。她还拿到了手工

坊的证件。

同时，宝玉华还完善了相关的操作制度，并申请了“岗更”

商标。由于她家的奶制品奶源纯、味道正、分量足，来超市购买

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天产350多公斤奶，产35多公斤奶豆腐，一天收入3000

多元。

脱贫不忘乡亲。在自己努力发展产业的同时，宝玉华还对

学生和贫困户进行资助，雇了3名贫困户到手工坊工作，工人

的月工资最高达4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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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朋友圈里转发着一条来自
《克什克腾信息》报的文章，报上刊载
了刘云新撰写的文章《我的爸爸刘广
恒》。文章深情的回顾了他的父亲-书
声原校长刘广恒为人、治校、理家的生
动事迹。文风朴实，语言生动，饱含深
情，读后令人潸然泪下。

书声乡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一
个农耕之乡，也是一个文化之乡，更是
一块红色的土地。2013 年，书声乡并
入土城子镇，成为人们永远不能忘却
的过去。昔日在那里出生、长大、求
学、生活过的书声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始终牢记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正
如家乡旅京人士刘五洲导演在《思念
抵达之处》诗文中所描绘的那样：无需
酝酿感情，也不需要故作深沉，随手一
捡，就是一箩筐一箩筐，形似山药蛋子
冒有土香的浑圆记忆。

“书声多才人”。这是我从克什克
腾旗文学作品中看到最多的一句话。
我坦诚，书声的智能基因颇为优秀，从
那里走出的人才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
者，遍布国内外、大江南北；我坦诚，书
声的乡土文化颇为上乘，曾经一度占
领地区文化的制高点。可以说，那个
人杰地灵的地方，传承和发展并行有
序，繁荣和弘扬与时俱进，虽然过去的
书声乡现在已经合并，但是它的精神、
风格、底气却永远傲立于百众之上。

改革开放初期，书声乡的教育事
业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蓬勃发展，
实现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
标。其中，唐杰、张继周、刘武锋等学
子是书声乡教育取得优异成绩的典型
范例。诚然，时任校长的刘广恒是书
声乡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云新同志在百忙中为父亲撰写了
这篇回忆文章，应该是作为儿女献给
父亲的最好礼物，也是献给克旗教育
事业的宝贵财富。正如云新在文中说
的那样，老校长生在旧社会，饱尝艰

辛，历尽苦难；长在红旗下，四方求学，
立志成才。参加工作后，更是勤奋好
学，务实敬业，尤其投身教育三十八年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直不阿、公正
廉洁的崇高形象深深影响了书声几代
学子。

刘广恒校长始终秉持育人优先、
质量优先的理念，大胆破除陈规，旗帜
鲜明的抓质量，实际上是牵住了牛鼻
子。开门办学期间，他不为形势所迫，
给他总结了八条罪状，他不为之惊
恐。他敢于向真理挑战，不惧官威，最
终使学校走上正轨。在书声工作期
间，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敢于让老
师们监督，这是何等的胆量和气魄。
他任校长期间，书声的教育质量始终
名列全旗前茅，送出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的大中专毕业生，为书声的教育事
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书声
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可歌可泣，兑
现了“要对得起学生和人民群众”的诺

言。
他重视管理，“三勤四跟制度”“两

条线制度”，现在仍然是教育工作者的
根本遵循。他要求老师“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哪里有学生，哪里就有老
师”，这是何等的爱生如子情愫。

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经常用
“廉和公”来影响和教育身边的人和
事。他说教育是天底下最纯净的沃
土，不许任何人玷污，这是对教育的无
限热爱又是对教育这片热土的殷切期
望。他不报销任何不合格的单据，不
大吃大喝，不行贿受贿，要求老师们行
得正，坐得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
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

他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率先垂
范，教子有方。他用朴素的言行教育
子女怎样做人，怎样走人间正道，从而
带动影响身边的人和事。他作为一校
之长，子女们望而生畏，没有任何的优
越感，从不搞特殊化，在我看来，这种

身边的教育方式和典型值得研究和推
广。

他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一件中山装穿了二十多年，袜
子补了又补。听云新说他还买过一双

“背鞋”，八十年代末他买了人生第一
双皮鞋，回家走砂石路，过河，他舍不
得穿，就背在肩上，回到家里再穿，儿
女们给这双鞋起了一个外号“背鞋”。
他不挑吃不挑喝，只要填饱肚子什么
样的饭菜都行。跟现在穿名牌，进高
档饭店，开豪华车比起来，每一个人都
感到汗颜。

八十年代，刘广恒老师在任校长
期间，每年无论个人还是学校都立功
受奖，这是旗委政府对他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他的鞭策和鼓励，令人振奋。
他重视勤工俭学，养羊、养猪、种菜、勤
工俭学，都是从师生利益着想，没有他
自己特殊的利益。离岗时留下一大笔
财产，为书声教育事业后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他心里，学校再小的事也是大
事，家里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始终把
学校利益放在第一位，体现了公而忘
私，一心为公的家国情怀。

如今克旗教育进入了飞速发展的
快车道，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需求，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和期
盼，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像刘广恒校
长一样持之以恒，锐意进取，艰苦奋
斗。我们要以刘广恒校长为榜样，像
前辈看齐，在平凡的工作中汲取力量，
不忘育人初心，牢记时代使命，在推动
全旗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上贡献自己
的力量。

刘广恒老师是书声教育史的丰
碑。“书声有个刘广恒”已成书声乡教
育的永久佳话，“老校长刘广恒”已成
原书声乡教育的闪亮名片。（本文作者
为克旗教育局副局长）

刘广恒：书声教育史的丰碑
——读刘云新《我的爸爸刘广恒》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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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读了云新写的《我的爸爸刘
广恒》一文，对精心引导我走上学习路
的刘广恒老师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
认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老师苦难无助的童年、艰辛求
学的少年、自强不息的青年、愈挫愈勇
的成年，成就了一代书声教育事业的
开拓者和奠基人。作为他的学生，不
禁想起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与老师在一
起的岁月。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老师。在学
校读书时遇到过众多老师，小学、初中
阶段的一位老师令我印象至深，终身
不忘。如果说我是一棵植根大地的小
树，他就是浇水、施肥、修枝打杈的辛
勤园丁，为我提供了生长必需的养料，
为我剪去旁逸斜出的枝条，成为对社
会起些许作用的材料。他就是书声公
社石门沟大队学校的刘广恒老师。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先后在
四个地方读小学一、二、三年级。1969
年初来到书声公社石门沟大队学校读
小学四年级。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时期，很多学校的学生们都在
停课闹革命。父母抱着“找个地方管
着，别在社会上混成二流子”的想法送
我入学，至于学不学文化那是次要的。
学校在离家十多里地的河南营子生产
队，校长就是刘广恒老师。全校七名
老师（包括校长），四个班级（小学四、
五年级两个班，初中六、七年级两个
班），一百多名学生。校园内有三栋校
舍，南北正房两栋，西厢房一栋。北边
一栋建在七八级台阶之上，老师办公
室兼宿舍处中间位置。一个学期的课
上下来，让散漫惯了的我竟然被安下
心来。全校各个年级都有早晚自习
课，每门课程必须有学习笔记，老师讲
课时要记笔记，作业本要分课内和课
外。平时老师不但批改作业，还要定
期检查学习笔记，课程中的概念、公
式、原理、要点要求既要弄懂又要背
熟。刘广恒老师讲授的语文课犹为严
格，一篇课文要分时代背景、中心思
想、写作特点、段落大意，篇幅短有意
义的必须会背诵。身为校长的刘广恒
老师与其他老师们一样,在晚饭后准时
坐在办公桌前，擦干净煤油灯的玻璃
罩，然后静悄悄地批改学生作业、写教
案。下晚自习时，隔着老师办公室的
玻璃窗远远看到这一情景，不禁暗生
敬畏。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按部就
班，大批判的口号、造反的喧闹被挡在
了校园外，一心只读圣贤书。一九七
一年夏季，学校校址从河南营子村搬
迁到大队部所在地。刘广恒老师率领
师生们自己动手平垫校院，他带头装
土抬筐，经过全体师生十多天的勤奋
劳动，新校园在秋季开学时顺利投入

使用。为了使学生们全面掌握初中基
本知识，尽管师资严重匮乏，刘广恒老
师还是充分发挥同事们的特长，率先
开了物理、化学课，成为全公社为数不
多开此课程的大队学校之一。正规有
序的学校生活，使我认识了一个既勇
于担当、不惧风险又身先士卒、以身作
则的刘广恒老师。

严格的教学秩序和学校纪律，让
我这个插上翅膀都想飞的野小子平静
了一阵子。一天晚自习前，我按捺不
住野性，与校长的侄子刘云锋带领十
几个小伙伴，跑到校园外西边的篮球
场上，学着电影里敌我双方的样子练
起了实战演习。一帮人进攻，另一帮
人防守，黄土圪垃乱投一气。正酣战
之际，恰巧被刚在家刘广恒老师（他家
就住在本村）逮了正着。晚自习时，参
战的伙伴们全被叫到办公室，站成一
排，杀鸡儆猴，先从校长的侄子刘云锋
训起，依次轮班。轮到我时，早已怕得
不行，只有痛哭流涕、检讨错误的份儿
了。从此，野性彻底收敛，只剩了学习
一个心思，学习成绩如雨后春笋，逐渐
成为班级的尖子生。刘广恒老师在学
习上要求严格，平时生活上却象对待
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我们。有一次，他
带领老师与学生们上山劳动，回来的
路上，好动的我顺手撅了一根细细的
红色山柳条，他看到后，故意逗我：小
亚明，你干啥呢？我随口答道：破坏山
林呢。旁边的学生都被我这莽撞的回
答吓了一跳，可他只是像长辈似的嗔
怪地一笑了之。还有一次，他把我叫
到办公室，告诉我：放你一天假，回家
看看，顺便回来到代销店给学校买回
两瓶印考卷用的油墨，思家心切的我
当时心里暖暖的，真切地看到了集严

师与慈父于一身的刘广恒老师。
小学五年级以后到初中六、七年

级，刘广恒老师除担任我们的语文任
课老师外，还兼任班主任。记得六年
级上半个学期的语文课本中共二十篇
课文，十篇毛主席著作，十篇与著作内
容相符的记叙文。比如毛主席写的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后面就
相应的有辽沈战役的战斗英雄梁士英
的记叙文。二十篇课文一个学期的时
间，很快就学完了。我们以为可以放
松一点儿了，可谁知刘广恒老师又给
我们讲起了语法、修辞知识。每次讲
完课，他都要写满一黑板各类词、句
子，让同学们抄下来，课余时间分析词
性、句子成分、修辞方法，第二天上课
时再提问一遍。这种授课方法极大地
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把枯燥的
语文知识变成了鲜活的文字游戏。他
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知识至今仍牢牢
地印在脑子中。近几年石门沟的老同
学遇到一起谈起刘广恒老师时，仍能
随口说出时态助词“着、了、过”，结构
助词“的、地、得、所”，语气助词“呢、
吗、吧”的用法，说出主、谓、宾、定、状、
补之类的语文基础知识，感激之情油
然而生。我常常说，如果说参加工作
后我在郑重场合能把话说得顺溜点，
写一些东西不至于错别字连篇、词不
达意、语句不通，是刘广恒老师费尽心
血培育打下的基础。而又有谁能想象
的出这些知识是一个高小毕业生通过
自学积累下来，再传授给我们的呢！
他说过，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就要有
一桶水。他这一桶水里凝聚着多少默
默无闻的奉献和付出，这就是刻苦自
学、甘于奉献的刘广恒老师。

刘广恒老师除了精心教我们学习

知识，还独辟蹊径传授学习方法。他
常告诫学生，脑瓜越用越灵，这就是所
谓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按照他的
教导，我坚持早自习背诵一些前一天
各科老师布置的概念、公式、短文、诗
歌，循序渐进，逐步积累，形成习惯。
照此方法，我十二岁那年就已经能把
毛主席的《老三篇》背得滚瓜乱熟，课
文《曹刿论战》《卖炭翁》等至今还能全
部背出。他上作文课时，不光讲论说
文和记叙文的写作要素，还要举出经
典文章做范文，有时把学生的作文拿
到课堂上点评批改。升高中总复习，
他把每个学生所写的记叙文都认真批
改一遍，从命题、结构到标点符号，一
丝不苟。刘广恒老师教的语文课还有
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课堂朗读。他
对朗读的要求是，流利通畅、符合标准
音。许多学生被训的满脸通红，浑身
冒汗。在那个满嘴土话、方言的年代，
他的学生基本都能做到抑扬顿挫、咬
文咂字地朗读文章。他经常坐在学生
们中间写作业本和笔记本封面，还经
常写一些名言、警句。记得他给我写
过“熟读胸中有本，勤写笔下生花。”

“学习，学习，学而时习之。”这就是我
敬爱的倾其所学、言传身教的刘广恒
老师。

石门沟大队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教
学成绩，引起了上级教育部门的高度
重视。1971 年夏，克旗教育局局长陈
玉成和教研室主任冯广瑞亲自来校调
研，到班级听课，召开师生座谈会，对
刘广恒老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总结了石门沟大队学校高标准、高
质量、严要求抓教学管理和教育质量
的经验。1972 年末，在书声中学初升
高闭卷考试中，石门沟大队学校参加
考试的二十名考生考上十九人，升学
率居全公社第一，我也获得全公社第
二名的优异成绩。1973 年春，我告别
了敬爱的刘广恒老师和少年成长的摇
篮——石门沟大队学校，满载他和他
的同事们传授给我们牢固的初中基础
知识，走进了书声中学。不久，刘广恒
老师也从石门沟大队学校校长任上破
格提拔为土城子公社中学校长，这在
克旗教育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刘广恒老师也
已八十四岁高龄，他精心培育的学生
们像绿草、鲜花，点缀着祖国大地美丽
的春天。他的执教精神就象他的名字
一样：用广博、深厚的学识，恒久、执著
地为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老师生
肖属牛，此时我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
的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
奶、血。”用这句话形容我敬爱的老师，
再恰当不过了。

难忘恩师刘广恒
■王学斌

梦想，如何启程，一名党员的梦想又如何实现，许德恒给了我们一个生动而
实在的回答。

许德恒是土城子镇铁营子村人，现任铁营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从育肥羊养
殖到创建合作社，从普通党员到村党支部副书记，从做给乡邻看到领着乡亲干，
他把鲜红的党旗插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依托铁营子村得天独厚的秸秆和饲草资源，许德恒一直从事着种植业和养
殖业，以种促养、以养带种，几年时间他的育肥羊养殖有了一定的规模。2014年
成立克什克腾旗德恒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场区占地30亩，吸纳和带
动当地农户40多户发展舍饲养殖业。依托养殖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合作社投资
180余万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优质羔羊培育。年收入356余万元，盈利56
万元，合作社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社员提供优质配合饲料，社员户均增收8000
元，有力带动项目区及周边村农户的羔羊养殖热情。

合作社以保护价格向社员出售羔羊，育肥后合作社统一收购。按照育肥羔
羊周转计划，年出栏3批，平均每批2000只，达到年存栏6000只，出栏5000只的
生产规模，平均每户社员养殖55只以上羔羊。为了不断提高农民养殖户业务素
质和技术水平，对育肥场工作人员以及项目区的农户进行不定期的技术培训，通
过聘请专家讲课和现场观摩等方式，重点注重青贮饲料加工调制、设备维护、疫
病防治、羔羊育肥技术，通过良种和科学的生产经营模式的推广，直接带动合作
社农户及帮扶对象计15户，辐射带动当地及周边400多个肉羊养殖户，间接带动
了周边农牧户从事羔羊育肥。成功创建5家合作社，联合带动铁营子村搞种植
业青储饲料种植户，育肥肉牛、肉羊养殖户总计110户。合作社与当地10户贫困
户签定了帮扶合同，从圈舍、羔
羊、饲养技术、饲料配方、到销售
提供全程服务，使他们在饲养的
全过程都有了保障。他组织 3
家合作社，帮住贫困户搞庭院养
殖直接给每户带来3000元的经
济收入。

许德恒 启程小康梦想
■薛艳明

书声琅琅

人心齐，泰山移。独角难行，孤掌难鸣……今天，老师给我们玩了一个
需要大家团结合作的游戏，添上一笔，让画更加美丽。

老师说好游戏的规则后，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让我们按照四人
一组来讨论，怎么画才能让三角形变得美丽形象呢？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
锅，我想了想说：“要不就在三角行的下面画一竖，这样不就成了一棵大树，
再让其他同学给大树添加五官和一些野果，就是很美了。”明明点点头，宁
宁也觉得我这个想法不错，可是，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只见有的组连着三
角形又画了一个三角形，形成了平行四边形；有的组给三角形加了一个小
尾巴；有的画了一个冰激凌……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接着，我们又纷
纷向老师说明了本组的想法。唉，最终看到的竟然是个四不像。

但是，我们也不甘示弱，老师为了让我们达到胜利的彼岸，又在黑板上
画了一个椭圆，这下该怎么画呢？我思索着，“画一个扁扁的西瓜吧”只听
见莉莉喊道，嘿嘿，好主意，我们决定就在椭圆形的侧面画一个西瓜。可是
音悦一上台就画了一个三角形，形成了一个大蛋筒，接着，佳佳在蛋桶的最
上方画了一个精美的图案，使蛋筒变得栩栩如生，可这却把我急的像热锅
上的蚂蚁，团团转，因为我本来想画西瓜的，但是他们这样一画，不就是被
使坏了吗？正在这个时候，帮手来了，宁宁说：“我一个人为蛋筒画一只眼
睛，让明明画嘴巴，你说怎么样？”我心花怒放，连连点头，这还不好吗？真
是为我解愁了哩。经过我们的团结合作，整体的构思，使这副画美丽生动
而饱满。

老师也为我们高兴，她为了提高我们的画画水平与团结合作的力量，
就让我们请同学上去画轮廓，我们一致推荐莉莉上场。她拿起粉笔，画了
一个葫芦一样的轮廓，这好办，可以画只小鸡呀，我心里这么想，说曹操曹
操就到，于浩一上台，就画了一个三角形组成的草式发型，接着，被同学们
画上了米粒大小的黄眼睛和一张尖尖的嘴巴，当然，它的翅膀和脚丫也是
不可少的，我呢，又给小鸡画了一个又白又嫩的肚皮，再加上小鸡头上方的
诅咒圈，多么像童话中被诅咒的小鸡啊。终于，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获得
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

水涨船高，柴多火旺，一块砖头砌不成墙，一根木头盖不了房，让我们
做一个和他人团结的好少年吧。

团结的力量
■新开地乡总校 六年级二班 樊宏雪

本报刊登“我的爸爸刘广恒”一文后，社会上反响强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本报持续推广宣传刘广恒事迹，并征集教育方面的好故事，特开办专栏
“书声琅琅”，让崇文重教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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