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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毕业很多年后，数学题怎么解
不一定记得，但食堂最好吃的是哪道菜，
一辈子都记得。”因为这个念头，校长燕
立国带领着桃源一中，把“学生吃得好”
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办。

最近，湖南桃源县第一中学成了“网
红”：学校食堂盈利后，给每位学生餐卡
充值100元，并承诺以后如再盈利，会及
时返还给每一位就餐学生。众多网友称
赞“这真是别人家学校食堂！”

12月初，记者实地探访学生们口中
的“桃一食堂”，这才发现，它让学生们

“暖胃”的背后，藏着许多暖心的秘密
——

十多年不涨价的5元餐

中午 12点，宽敞明亮的食堂里人头
攒动，多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窗口
上标注着5元区、8元区、10元区等，供应
着荤素搭配的不同套餐。

高一学生文超从食堂大师傅手中接
过满满一大碗 8元餐，冒着热气的米饭
上，盖着土豆烧排骨、胡萝卜炒肉和清炒
大白菜。

一个月前，学校给文超的餐卡里充
了100块钱。“这样爸爸就可以给我少充
100 块伙食费了。”文超吃得津津有味，
一边笑着说。

桃源一中是县级中学，不少孩子来
自农村，家境不宽裕。从 2007 年开始，
学校把食堂餐费定为 5、7、9 元三档；
2017 年下半年，因物价上涨，餐费调整
为5、8、10元。

“5元餐的价格，11年没变。因为我
们想，最困难的孩子，也要让他吃饱、吃
好。”桃源一中总务科副科长夏红伟说，
今年上半年，肉价大幅下跌，食堂有了一
点盈利，“我们坚持保本不盈利，返给孩
子是最好的。”

记者在食堂一周营养食谱上看到，
每天中、晚餐菜色都不一样，有牛肉魔
芋、鸡肉丸子、猪蹄炖黄豆、红烧翅根、粉
蒸肉、鹅肉炒火腿、爆炒虾仁、筒子骨炖
萝卜……

副校长邵华文说，为了让学生吃到
同等价位中最优质的菜，学校绞尽脑汁

“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比如买猪肉，我
们直接从县屠宰场买，每斤比市场零售
价低好几块钱，食堂一天消耗 800多斤
猪肉，算下来比市场批发价便宜1000多
元，这样省下的成本，能让学生吃得便
宜又新鲜。”

“亲爱的55号窗口的爷爷”

“亲爱的 55号窗口的爷爷，谢谢您
用微笑化解我们的烦躁情绪，我每次都
会在您那个窗口打饭……很舍不得您。”
在告别桃一食堂前，学生文思语给食堂
大师傅写了一封信。

走进食堂二层，一面贴满了学生信
件的墙映入眼帘，收件人没有名字，代号
是 XX 号窗口的爷爷、亲爱的叔叔阿姨
——

“桃一中的食堂是最有人情味的食
堂。——高二的某某”

“明年毕业之后，我一定拿着大学录
取通知书来好好谢谢你们，那些清华、北
大、复旦……生，也是你们‘喂’出来
的。——借碗的女生”

“阿姨，您好！有一次因为考试失
利，我很沮丧，但是您对我说一次考试失
败只是一场雨而已，湿了也会晒干的。
虽然那天下着雨，但您的话就像阳光一
样带给了我无比的温暖。——哭鼻子的
女同学 ”

“每次把碗交到你们手上的那一刻，
觉得自己超级幸福……每次我说‘帮我
多打一点 XX，谢谢！’，你们总是会说

‘没问题！好！’——余小厨”
……
邵华文说，给食堂写信的传统始于

多年前一次高考后，当年的高三学生写
了一封感谢信贴在食堂墙上，下面是密
密麻麻的签名。

今年 55岁的老师傅谢立荣，是学生
们口中的“窗口爷爷”之一。除了休息
日，他每天雷打不动 5:30上班给孩子们
做早餐，“看着他们，就像看自家孩子。”

哪种大米最好吃？
学生家长来投票

“后勤就是感情。”因为怀着这样的
信念，桃一食堂的食材都经过近乎严苛
的甄选。

十年前，为了选出一种最好吃的大
米，燕立国带着学校班子成员、后勤负责
人等，把 5种大米标上了序号，蒸熟了，
一种一种尝。

如今，每年 8 月桃源一中都会对食
堂的米、油等食材进行招标，学校纪委、
工会、学生代表、家长代表、老师代表都
参与评审。

食堂大师傅刘兴民说，米粉行业里，
有些商家会为了增重而掺水，口感会变
差。为了让孩子们吃到最好吃的米粉，
学校派食堂工友每天晚上去米粉厂监
督，米粉直接由工友经手送上运货车。

提供“加餐”的小卖部同样标准严
苛。走进小卖部，货架上都是大品牌的
牛奶、面包等，转了好几圈也找不到方便
面。“方便面最好卖，利润也高，但是不营
养，我们担心孩子用它代替主餐，已经下
架很多年了。”邵华文说。

尽管如此，学校还是会反复跟家长
说，小卖部只是解决孩子们偶尔胃口不
好的问题，但一定要提醒孩子尽量吃正
餐。

燕立国坚信，食堂最好吃的那道菜，
就是学生们值得念想的青春。据新华社

给学生餐卡返钱 5元餐多年不涨价 评选最好吃的大米

湖南一学校办良心食堂成“网红”

66.22元！
一张迟到近半个世纪
的“欠条”

“我晓得医院不差我这点钱，但是一
码归一码，欠钱还钱，天经地义。”张贵芬
说，“这么多年了，我心头的大石头也总
算落下来了。”

11月29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观山
湖区七旬老人张贵芬手持一张历经近半
个世纪的“欠条”来到贵州省人民医院，
缴清了儿子徐天亮46年前的住院费用。

“她来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位
身边没有儿女照顾的孤寡老人来缴费。”
贵州省人民医院收费科班长杨发清说，
老人递给他一张陈旧的“贵州省人民医
院住院费结算催收单”，上面的欠费金额
是66.22元，而落款时间却是46年前。

“经过一番交谈后，我明白老人历经
46 年，仍然要过来补缴费用，真的很不
容易。”杨发清说。

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记者见到这位身
材矮小但精神抖擞的老人张贵芬。那张
46年前的“欠条”，虽然缺了一个小角，有
些泛黄，但是上面的字迹仍然非常清晰，
费别和应缴金额栏里分别写着：

床位费 7.5元、治疗费 2.75元、药材
费 25.29 元、输血费 30.68 元，合计 66.22
元。落款时间是1972年元月12日。

张贵芬讲起了 40多年前的往事：她
家都是农民，以前靠天吃饭，日子很苦，
一年忙到头，没有什么存款。46年前的
一天晚上，儿子徐天亮突然发高烧，于
是，张贵芬带着孩子来到贵州省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

到了医院，张贵芬才发现自己手中
拮据。了解情况后，贵州省人民医院决
定先给孩子治疗，待孩子痊愈后，再把账
单寄到张贵芬家里。

“儿子出院后，欠医院的钱就是压在
我心头的大石头。但那时条件不好啊，
当时的 60 多块钱对于我家来说是一笔
大数目，没有办法只能放一边。我记得
我把欠条保管着，放在了抽屉里。”张贵
芬说，“不过，后来我也慢慢忘了欠条的
事。”

“前段时间老伴走了，我收拾家里物
件时才找出了这张单子，46年前的事情
就记起来了，心里很过意不去，所以我不
敢耽搁，今天一大早就来缴费了。”张贵
芬说。

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收费处，张贵芬
一再坚持缴300元钱结清这笔46年前的
费用。“以前的几十块钱不是小数目，对
我们家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不能只缴 66
块多钱。”张贵芬嘴里一直念叨。

尽管老人很坚持，贵州省人民医院
收费处的工作人员商议后还是决定只收
66.22元，将其余200多元退还老人。

12 月 3 日，张贵芬赶到医院领回退
款后，又将钱捐了出去。

张贵芬说，人活着不能忘记恩情。
“诚信，一直就在身边。”杨发清说。

据新华社

1997年，25岁的退伍军人刘海在工
作中不幸触电，双臂截肢；妻子李美文老
家在广西，13岁那年因事故失去双腿。面
对残酷的现实，刘海借助残肢学会穿衣做
饭，李美文用两个板凳学会了走路。

2007年，刘海在电视上看到和自己
一样坚强生活的李美文，便辗转联系上
了她。“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了手和脚，一
定可以更好地生活下去。”这是当时刘海
给李美文的承诺。

两个月后，李美文从小到大第一次
出远门，从广西来到内蒙古。

“做饭、打扫、种地这些活儿干起来
就是比正常人慢点，但是我们都能干。”

结婚11年来，刘海和李美文用一双手和
两条腿配合完成家务活，种菜、养鸡等农
活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不管是孩子出生、上学，还是两人看
病和日常生活，刘海夫妇的亲友们都帮
扶了不少。但夫妇两人却婉拒了很多爱
心人士的捐助。“现在我们种菜养鸡够一
家三口生活，不能用别人的善意作为自
己的财路。”刘海说，他们想给女儿做个
榜样，教会她自立自强。

许多网友都被这对夫妻的顽强和真
情所打动。有网友留言：“你是我的手，
牵我并肩走！我是你的脚，与你世上
跑！” 据新华社

丈夫没有双臂 妻子没有双腿

一家三口幸福生活感动网友

自立自强

暖心暖胃

诚心诚信

学生在食堂五元区排队买饭。

幸福的一家三口

刘海李美文夫妇在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