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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北方面点的南方做北方面点的南方做北方面点的南方“““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
本报记者 邢 程 摄影报道

南皮脑瘫少年李振远南皮脑瘫少年李振远南皮脑瘫少年李振远

坐着轮椅去上学坐着轮椅去上学坐着轮椅去上学
本报记者 邢 程

9月 20日一大早，李振远像往
常一样，在爸爸帮助下，坐着轮椅
早早来到学校。对李振远来说，新
学期第一件喜事就是学校为他专门
改造了残疾人专用通道。

今年 15 岁的李振远就读于南
皮县第三中学，正在读初三，是位

患有脑瘫的特殊学生。虽然他双手
不能握笔写字，但他热爱学习的劲
头儿一点不输其他同学，每天坚持
靠“心算”完成各项作业。从小学
到初中，“不服输”的李振远也受
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以往考试，我们都是把试卷

拿回家来，他口述，我们代笔。虽
然成绩不作数，但通过测试可以发
现，他对知识点掌握得很好。”李
振远的妈妈夏丽萍说，孩子爱学
习，她作为家长感到十分欣慰。

2009年，李振远出生时因大脑
缺氧导致脑瘫。从 3 个半月大开
始，家人就带他踏上了漫漫求医
路。“我们辗转各地，求医问药，
就盼着有一天孩子能好起来。”夏
丽萍说，从那时起，他们带小振远
去医院做康复训练，每天一次，风
雨无阻，足足坚持了4年多。

可偏偏天不遂人愿。别的孩子
会爬时，李振远还是坐不稳；别的
孩子会跑时，李振远走路还是踉踉
跄跄。“状态最好的时候，他能走
10米远。”夏丽萍说，最终家人接
受现实，让年幼的振远坐上了轮椅。

小振远到了上学的年纪，夏丽
萍又看到了新的希望。“读书，也
许是他唯一的出路。”夏丽萍觉
得，儿子虽然患有脑瘫，但智力没
有受到影响，她相信孩子能“走”
进常规课堂。

于是，夏丽萍找到了南皮县迎
宾小学。校长得知李振远的情况
后，二话没说就接纳了他。

第一次坐着轮椅“走”进课
堂，小振远高兴极了。虽然握不住
笔，但好在他能用颤抖的手翻开书
本。

“别人拿笔涂涂画画，他就认
真用眼看、用心记。”夏丽萍说，

“孩子很爱看书，记忆力很好，尤
其对数字特别敏感。”很快，李振
远的优势便凸显出来。整整 6 年，
李振远靠“心算”、口述、父母代

笔完成了小学阶段所有功课。
前年 9 月，李振远进入初中，

来到南皮县第三中学就读。初中学
习的课程很多，涉及的数学、物理
题目解题过程也相对繁琐。可李振
远依旧坚持用心学好每门功课。

其实，想要继续学习，面临重
重困难。夏丽萍说，因为李振远无
法参加中考，明年可能上不了心仪
的高中。“如果实在申请不下来特
殊考场，我们以后就让振远在家上
网课。只要孩子想学，我们就会想
尽办法。”

前些日子，夏丽萍为儿子买了
平板电脑和大字键盘，并教他如何
使用。李振远尝试用平板电脑学习
网课意外又惊喜。虽然他按键时并
不能做到十分精准，但学习的劲头
儿更足了。

李振远伏案学习李振远伏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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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临近中午，董和平又在厨
房忙碌了起来。“姐，咱今儿中午吃凉
面。”董和平一边煮面条，一边大声向屋
里喊。床上，董和平的姐姐董菊半躺着依
偎在床头，连声应和：“好着呢！”

董和平今年52岁，是东光县东光镇西
关村村民。她的姐姐今年55岁，因病导致
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34年。姐姐患病以
来，董和平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着全家老小
的生活起居，任劳任怨。她说：“多累都
不怕，亲人在身边，这才叫家。”

董和平家的餐桌上，出现次数最多的
是凉面。“这是姐姐的‘最爱’。”她说，

“我现在不像年轻时候有力气，能带她出
去散散心，如今姐姐长年卧床，伺候她吃
好喝好，是最重要的事儿。”

董和平和姐姐关系很好。“我18岁的
时候，姐姐就成了现在的样子，那时候我
帮着爸妈一起照顾姐姐。结婚以后，因为
婆家和娘家离得近，我几乎天天往家
跑。”她说，“一家人在一起，啥困难也不
怕，即便天塌了，还有我顶着。”

董和平说，那时，她好像有使不完的
力气，每天要把姐姐搬到轮椅上，到院子
里晒晒太阳。有时，她还会推着姐姐围着
村子转上一小圈。她说，只要姐姐有精气
神儿，想到外面看看，自己多辛苦都不
怕。

1999 年，董和平的父亲过世了，董
和平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除了照顾母亲
和姐姐，她还要忙农活儿、打零工，这样
艰辛的日子维持了 10多年。2013年，为
了方便照顾家人，董和平和爱人商量，将
母亲和姐姐一起接到了自己家。

为了避免姐姐因长期卧床出现压疮，
她每天要为姐姐擦洗3遍，每两三个小时
就要帮姐姐翻身、做按摩。平时，还要按
时为姐姐喂水喂药、端屎倒尿、换洗被
褥。“去年，老母亲做手术后，行动不
便，我就不再打零工了，全身心照顾她
们。”董和平说，虽然辛苦，但她从未后
悔。

董和平没有被生活的苦难压倒，但去
年的一次意外车祸，打乱了她苦苦经营的
平静生活。董和平受伤后在医院住了一个
月，母亲和姐姐在家里没人照顾，她始终
惦念着。

董和平说，那段时间，她的儿子在家
和医院之间两头跑，她的爱人在外辛苦劳
作，贴补家用。好在，这个坎儿他们又跨
过去了。

经常有人问董和平：“累吗？”她总是
笑着说：“不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照
顾自己的妈妈和亲姐姐，再难也得坚持下
去。更何况谁都有岁数大、需要帮助的时
候，我现在给孩子做出榜样来，他们也都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董和平（右）和姐姐聊天

9月15日下午2时，送走了顾
客预订的外卖，万方再次返回后
厨忙活起来——她要为前来学习
面点制作的学员提前准备食材。

这时，经营肉夹馍生意的何
先生给万方打来电话：“万姐，你
猜我这星期卖了多少货？”没等万
方反应过来，他又激动地补充
道，“光卤肉就用了 100多公斤！”
万方听后真心为他感到高兴，赶
忙放下手中的活计，与他聊起

“生意经”。
万方热情好客，爱交朋友，

人们习惯称呼她“万姐”。认识万
方的人都知道，她很会做饭。油
条、酱香饼、肉夹馍、千层饼、
煎饼、小笼包……各种小吃她样
样精通。“我从14岁就跟着家里人
学做面点，起初只是为了生计，

后来慢慢变成爱好。”万方和记者
讲起了自己与北方面点之间的

“不解之缘”。
万方兄妹四人，自幼跟着爷

爷长大。爷爷在家乡经营着一家
早餐店，主营当地人爱吃的油
条、包子。为了多赚些钱贴补家
用，万方的父亲背上行囊，从家
乡武汉来到北方学习制作烧饼等
面点手艺，把北方特色美食带回
了家乡。年幼的万方常帮着大人
打下手，也渐渐地喜爱上了北方
的各式面点。

从小耳濡目染，万方很快掌
握了不少制作面点的“窍门”。
2007 年，万方想去大城市闯一
闯，和家人沟通后，最终和爱
人、大哥、侄子一起结伴来到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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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指导
学员制作的美食

今年46岁的万方在新华区经营着一家小吃店。虽然她来自武汉，但
多年在北方打拼，已然成为“半个”北方人。今年6月，经营16年面点
生意的万方办起了北方传统小吃培训班。在她指点下，百余学员已“出
师”，更有不少学员已经开起了小店。

22 改良传统面点

“创业初期的日子十分艰苦。
我们在偏僻胡同租了一个很小的
店面。”万方说，租完店面，她用
剩下的钱买了一个电饭锅，煮
饭、煮菜都用它，这样“硬挺”
了好长一段时间。

每天凌晨三时，万方一家人
就起床准备食材。常常为了多挣
几十块，一家人忙活到深夜。一
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万方常常
困得哈欠连天，可她闲下来还不
忘研究北方人爱吃的美食的新做
法。“南方人比较讲究吃，我也
是。”万方说，煎饼、酱香饼、
馄饨、香葱烤饼等面点，她都尝
试制作、改良。小店美食不断

“上新”，生意也越来越好。

2017 年，因为个人原因，她
将生意搬到了沧州。在这里，“万
姐”制作的面点一如既往地受欢
迎，不少人成了万方店里的常
客，小吃店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十几年来，不仅万方，她的
爱人、大哥、侄子也都成了“大
师傅”。闲暇时间，万方会在网络
平台做直播，或讲述她的创业故
事，或在300平方米的后厨里展示

“大师傅”们制作面点的场面。
看着热气腾腾的面点出锅，

很多“吃货”向万方讨要制作
“秘方”。更有不少网友想前来拜
师。万方被大家的热情打动，承
诺为大家开办培训班，将自己的

“秘方”手把手教给大家。

33 义务传授“秘方”

今年 6 月，万方兑现了自己的
诺言，第一期培训班如期开班。

“大师傅”们现场义务教学，学员
只需交纳一定的食材费。万方的老
顾客们得知后，争先恐后报名，首
批 10名学员率先走进了“万姐”的
后厨。

香酥掉渣的烧饼、皮薄馅大的
灌汤包、味道浓郁的酱香饼……经
过为期一周的学习，学员们掌握了
10余种传统小吃的制作方法。就这
样，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
人知道沧州有个义务教授面点的

“万师傅”。
上个月，来自辽宁的一对姐妹

花结伴而来，她们“满载而归”
后，专门为万方寄来了感谢信；浙
江学员叶水秀，专程从 1000公里外
赶来，她想把北方面点带给家乡人
尝一尝；来自内蒙古的弓晓华前来
学习，她准备学好手艺，和爱人一
起在老家开一家早餐店……

有人问万方：“怕不怕学员和师
傅抢生意？”她说：“不怕。把这些
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反而
让我觉得心里踏实。”来找万方学习

面点制作技艺的，大多家庭条件不
好，想学门手艺养家糊口。在这些
不远千里前来学艺的人们身上，她
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3个月的时间里，100多名学员
在这里“毕业”。大家制作的面点色
泽诱人、香气四溢，令万方颇有成
就感。

“昨天晚上，一位老学员给我打
电话时特别激动，她说一天卖了470
屉小笼包，创了开业以来的纪录。”
万方说，那一刻，她也打心底为这
位学员感到高兴。

▲万方（左二）
教学员配制食材调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