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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是一壶老酒，越酿越醇。
故事是一盏清茶，越泡越香。

我有酒，也有茶，
你有故事吗？

投稿
须知

市 井 故 事 栏 目 现 面 向 爱 讲 故 事 、
会讲故事的“你”征文，请把你生活 中
那 些 曾 经 让 你 流 泪 、让 你 追 忆 、让 你
欢喜、让你悸动、使你感到温暖、给你

新 的 力量、送你心香一瓣的故事讲给
我们听。

来稿须知：1.本报谢绝同一内容多次
以更改题目等方式重复投稿。2. 本报稿

酬按照季度结算。3. 来稿必须附作者基
本信息及建设银行卡号以便稿酬发放，缺
少信息的稿件恕不采用。

投稿邮箱：whrbzhangyl@163.com。

拂去历史的尘埃，翻开珍藏的城市相册，乌达矿务局、
红楼、乌海火车站、“一通厂”、跃进火力发电厂、漠中泉啤
酒厂……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着岁月，记录着往事，
也承载着城市的生命脉动与发展变迁。

本报《影像乌海》栏目旨在通过新老照片的对比，讲述
难以忘怀的乌海故事，感受近50年城市变化的沧海桑田。

市第三中学于1980年建校，次年9月正式招生，
共20个班，其中有职业高中4个班。当时只有4栋
平房教室和一栋土房作为老师的办公室。学校开设
4个高中班，6个初中班，由于教室不足，初中班只得
借原乌海市民族中学的教室开课。1983年，学校又
新建了4栋平房教室。

早期，学校校门朝南开，一进校门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照壁，然后是东西两侧的平房教室，最初也没有
操场，校园东侧有一大片沙石地，学校用炉灰渣垫起
了一个有300米跑道的操场，遇大风天校园里到处
是沙土飞扬，每周师生都要清理刮进校园里的沙
土。后来，师生们自己动手硬化，修了花池栽花种
草。到20世纪90年代，市第三中学不论是学校环
境、师资力量，还是学生升学率等方面都成为我市中
学里的翘楚。

1995年1月市教育局确定市第三中学为独立初
中，将职业高中部分剥离出去，学校规模为24个教
学班。1997年11月，学校第一座教学楼竣工，从根
本上改善了办学条件。

30多年来，市第三中学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一
直向着创建学生向往、家长信赖、社会满意的高水
平、高质量、高标准、有特色的一流化中学的办学目
标奋进，先后取得国家体育工作先进学校、现代教育
技术优秀学校等荣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
生。而今的学校占地面积43653平方米，校舍建筑
面积19895平方米，拥有2座教学楼、1座综合楼、1
座体育馆，内设实验室、计算机室、多媒体教室、图书
阅览室等功能教室。校园内干净整洁、绿树环绕，师
生们徜徉其间，尽享优质教育资源。

市第三中学的变迁
本报记者 赵荣

一座楼，一个院，楼的前后有两间凉房。后
院，在楼房与凉房之间，有一片宽约七八米的空
地。大部分业主在自家凉房前的空地上开出一片
小菜地，每片菜地只有五六平方米。业主们每年
春种秋收，自食其果，自得其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家的那片小菜地上，
主要种了3种蔬菜：茄子、辣椒、西红柿。当时也有
人种豆角、黄瓜、西葫芦、韭菜和大葱的，五颜六色，
清香扑鼻，引来蜂飞蝶舞，小院里充满一派生机。

我实行“间作”和“轮作”相结合的种植方法。
小时候，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跟着大人干过农
活，对“间作”和“轮作”略知一二。“间作”也叫“套
种”，比如，种一行辣椒，再种一行西红柿，两种蔬菜
间隔开种；“轮作”也叫“倒茬”，比如，今年种茄子，
明年种辣椒，不要老种一种蔬菜。这样种的好处，
可以较长时间保持地力，不易板结，蔬菜长得更好。

春天来了，施肥、翻地、浇水之后，我从菜市场
买回几种菜苗栽到地里，隔三差五浇一次水，松一
次土，眼看菜苗舒展开叶片，菜茎直直地往上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冷空气突然袭来，气温
一下子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嫩绿挺拔的菜苗像
被霜打了一样，软塌塌地躺到了地上直不起来。
我只好忍痛把它们拔掉，到菜市场买回新的菜苗

重新栽上。
种菜同种庄稼一样，三分种植，七分管理。茄

子、辣椒好管理，西红柿比较费心，枝茎脆弱，容易
折断，长到三四十公分高的时候，就要在每棵西红
柿苗的周围插上几根木棍，用布条把枝茎绑在木
棍上。到西红柿开花结果时，要及时掐顶打杈，防
止养分流失。

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吃饭，忽然听到房后有
喜鹊和麻雀“叽叽喳喳”的尖叫声，我赶忙跑出去
看，原来是它们为觅食而争吵打架，长得像核桃大
的西红柿、小茄子被碰落一地。为防止它们再来
菜地祸害，我做了一个绑着布条和小铜铃的稻草
人栽到地里，风一吹，布条摆动，小铜铃叮当作响，
吓得喜鹊、麻雀们再也不敢来了。

农谚云：“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菜也
是如此。栽苗前要上足底肥，成熟期要追肥。底
肥用羊粪即可。但是，住在城市到哪儿去弄羊粪
呢？正在发愁的时候，老伴突然想起来她有一个
同事住在牛奶场南面，家里养了一群羊，肯定有羊
粪。于是，我和老伴骑着自行车便去寻找，果然如
愿以偿。我从十几里外把两大袋子羊粪驮回来，
放到菜窖里，用了好几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了秋天，各类蔬菜叶

肥苗壮，硕果累累，五彩斑斓，满院飘香。红黄相
间的西红柿长得有小碗口那么大，吃起来又沙又
甜，味道美极了；小辣椒红红的、尖尖的，密密麻麻
挂满了枝条；紫红色的大茄子一颗能长3斤多重，
把枝条压得拖到了地上；还有在地边种的几棵“七
过莲”豆角，一嘟噜、一嘟噜挂满了支架。有这几
种菜，好几个月不用到菜市场去买，自给有余。

有一年，我在小菜地里种了几苗丝瓜。丝瓜
果实细长，略如黄瓜，嫩时可供蔬食，成熟后内有
网状的纤维，极强韧，可用以擦拭或入药。丝瓜秧
的攀附能力一点也不比葡萄蔓差。我用木棍搭了
一架棚子，丝瓜秧一直爬到凉房顶上。到了9月
初，丝瓜开出小黄花，结出毛茸茸的小丝瓜。为了
掌握丝瓜的生长情况，我还选择几个丝瓜编上号
码，每天用尺子测量长度，记在小本子上。半个月
后，一个个硕大的丝瓜像棒槌一样从棚架上垂吊
而下，给小院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那时，我还不懂得丝瓜可以食用，任其自由生
长。到了秋天，经过霜打之后，丝瓜变黄枯萎，我摘下
挂在凉房里，用丝瓜瓤刷锅洗碗，一直用了很多年。

如今，我离开那个家已有十几年了，但我却时
常想起那片小菜地，因为它带给我的不仅是物质
上的享受，更是种菜过程中的愉悦和快乐。

我天生汗脚，不仅天热时出脚汗，
数九寒天脚也出汗。每年五月初，我
就会准时换上凉鞋，可昨天我在鞋柜
里找凉鞋，怎么也找不到。姑娘回家
见我翻箱倒柜，问我：“爸，你这是找
啥呢？”我说找我的凉鞋。姑娘说：

“爸，您的凉鞋都穿了三个夏天了，变
形了，我给扔了。”说着姑娘拿出一个
新的鞋盒说：“爸，我给你买了双品牌
皮凉鞋……”我不高兴地腹诽：好好
的凉鞋，怎么就扔了呢。一时我心中
感慨万千：生在好时代的女儿，哪里懂
得我们这代人的不易？我不禁想起了
50多年前的那双“彩色”塑料凉鞋。

1970 年，16 岁的我正读初中，
因学习较好，在班里当班长，个子
高、干活又有劲，班主任李老师对我
格外看好。当时我住校，一周回一
次家，一个秋天的星期六中午，刚放
学的我准备回家，李老师把我叫到
她的办公室对我说：“冯宽，你想干
活吗？”我高兴地说：“我想干，李老
师，有啥活呀？”李老师说：“公社王
干部是我的同学，她家要挖个菜窖，
说给四元钱，我知道你家困难，如你
愿意，中午就在我家吃饭。”于是我
高兴地答应了。我利用星期六下午
和星期日上午的时间，把菜窖挖好，
并打扫干净。中午，王干部留我吃
饭，吃罢饭临走时，还多给了我一元
钱，我高兴得嘴都合不拢。

母亲做的布鞋很结实，但夏天穿
上捂得脚出汗更厉害，我早想买双塑
料凉鞋，这五元钱正好派上用场。我
一路小跑到商店，买了双心仪已久的
黑色塑料凉鞋，只花了三元六角。想

到秋天家里要腌菜，我便用剩下的一
元四角钱买了七斤咸盐。当时已是深
秋，过了穿凉鞋的季节，可我心红得不
行，穿上新凉鞋就急着往家赶。也许
是穿上新凉鞋兴奋的缘故，10公里的
路我竟没用多长时间就到家了。父母
见我穿着新凉鞋，惊讶地责问我：“你
的钱是从哪来的？”我激动地给父母亲
说明了情况。父亲听后，点了点头，二
话没说就下田干活去了。母亲却看着
我挖菜窖打起血泡的手心疼地说：“穿
什么凉鞋呀，老布鞋不也挺好的吗？”
边说边摸着我的手，问我还疼不疼。
我摇摇头说不疼。

后来，那双塑料凉鞋穿坏了，我就
在公社前面的垃圾堆里拣别人丢弃的
塑料皮鞋，剪下能用的部分，用烧红的
铁棍把我断裂的鞋补烫好。有时拣不
上黑色的废旧塑料鞋，黄色的、蓝色的
拣来也照样烫补上，结果这双塑料凉
鞋被我补烫得面目全非，却整整穿了
三个夏天，直到实在无法再修补，我才
恋恋不舍地把它扔掉。

“爸，您想啥呢？快试试这双品牌
皮凉鞋吧？”女儿的一声叫将我从回忆
中拉了回来。于是，我把50多年前那
双塑料凉鞋的往事讲给姑娘听，谁知
姑娘听后不解地说：“爸，您可真会编
故事呀。”看着姑娘不解的目光，我生
气地告诉姑娘，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你怎么能说我在编故事呢？姑娘见我
情绪有点激动，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我
说：“爸爸，对不起，真没想到您小时候
那么苦，以后我会让您的晚年好好享
福的。”姑娘的话让我眼眶一热，泪水
忍不住流了下来。

一双难忘的塑料凉鞋
冯宽

方寸之地菜飘香
杨星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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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大扫除。

学校开学典礼。

教职工义务劳动硬化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