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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舞钢市矿建街道杜庄村，31
岁杜议友的石磨豆腐坊在家门
口一间新搭建的彩钢瓦房里。5
月19日下午，记者走进杜议友的
豆腐坊，一头毛驴在拉着石磨磨
豆子，杜议友在直播架前向粉丝
介绍石磨豆腐的制作过程并回
答粉丝疑问（如图）。

杜议友没有右前臂，但他在
右后臂的辅助下，能打开饮料、

解开驴缰绳、甚至还能驾驶拖拉
机干农活。

从零开始
学传统工艺磨豆腐

老话说，“人生有三苦，撑
船、打铁、卖豆腐”。杜议友说：

“卖豆腐不容易，对我这个残疾
人来说就更不容易了。没有经
验，啥都要从头学。磨豆腐前，

需要泡豆子。泡的时间短影响
豆腐产量，泡的时间长豆腐口感
不好。”杜议友每天凌晨3点起来
泡豆，上午开始磨豆腐，经过过
滤、煮浆点浆、压板成形等多个
环节，下午4点左右才能做成豆
腐出售。

为了学做豆腐，两个多月
前，杜议友请师傅到家传授做豆
腐的整个流程。随后，他上网搜
集做豆腐的资料，还向许昌、驻
马店等地有多年做豆腐经验的

师傅学习。最初，外地的师傅不
愿意向他传授经验，后来，在视
频聊天中，外地师傅发现杜议友
是残疾人，支持了他创业的想
法。

杜议友掌握了做豆腐的全
套工艺及细节问题，但对于残疾
人来说，独自完成做豆腐的流程
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妻子安曼
飞、母亲陈荣的协助下，杜议友
家的豆腐生意终于开张了。

疫情冲击
不等不靠全家上阵

杜议友初中就辍学了，先后
到饭店、建筑工地及纺织厂打工
挣钱。2008年，他在舞钢一家纺
织厂因工伤失去右前臂，他用三
年时间才走出了阴霾。2011年，
杜议友与多名残疾朋友一起组
团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街
头卖艺，一个月有两三千元的收
入。

在北京开美甲店的安曼飞
听了杜议友的歌后，对杜议友产
生好感，两人添加了微信，时常
聊天。5月19日下午，在村口卖
豆腐的安曼飞笑着说：“命中注
定，要跟他（杜议友）过一家吧。”

杜议友在安曼飞眼中是一
个聪明、坚强的小伙子。认识一
个月后，安曼飞向杜议友表白，
杜议友不敢相信，“我这样，人家
咋能看上我呢？”原籍河北保定
的安曼飞为了与杜议友在一起，
转让了北京的美甲店，与杜议友
一起行走在城市街头卖唱。几
个月后，两个人见了父母，喜结
良缘。如今，小两口已经有一双
儿女。

今年春节前，杜议友与安曼
飞一直在街头卖唱。因为新冠

疫情来袭，杜议友与安曼飞一家
五口只有花销，没有收入，加上
杜议友的父亲刚刚病逝，花了不
少钱。两个多月前，杜议友思来
想去，决定做豆腐生意。杜庄村
有做豆腐的传统，村里有现成的
豆腐师傅可以请教，“我除了比
别人少一只手以外，在其他方面
不比别人差。”因为杜议友刚入
行，只能另辟蹊径才能引起他人
的关注，他决定采用传统工艺用
石磨磨豆腐。

艰难开始
依靠网络吸引买家

2月中旬，杜议友找到村里
一盘闲置多年的石磨搬回家中，
又花7500 元买了一头毛驴，在
家门口搭建起一间彩钢瓦房当
磨坊。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杜议
友做的豆腐不是“老了”，就是

“嫩了”。几十斤豆腐卖出去的
没有剩的多。怎么才能做好豆
腐？他不断琢磨，继续向村里人
讨教，向外地人学习，改进工艺
手法，经过一番摸索，现在他的
豆腐终于被消费者认可了。

三个星期前，杜议友把自
己制作豆腐的过程放在快手
与抖音上，吸引了数十万粉丝
关注。最近，周边乡镇的人听
说他用石磨磨豆腐后，专程来
杜庄村买豆腐。现在杜议友家
的豆腐制作多少就能卖出去多
少。

杜议友的豆腐生意刚步入
正轨，现在每天有几十块钱的
收入。将来，他打算扩大生产
规模，制作一些豆制品在网上
销售，凭借辛勤劳动打开致富
门。

零收入推动杜议友创业做石磨豆腐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昨天，一篇“身受伤 爱流淌”
的美篇在朋友圈悄然流传。一
位老师手臂吊着丝巾为学生上
课、改作业。这位老师叫王锦，
是雷锋小学六（1）班班主任兼数
学老师。

昨天上午，在六（1）班教室，
王锦身着黑色裙子，脖子上一条
红丝巾特别醒目，丝巾吊着左胳
膊（如图），在给学生上数学课。

9点40分，学生下课，王老
师回到办公室。据其介绍，5月
19 日下午，她下班回家时摔了
一跤，左侧身体重重摔在地
上。“当时想着就摔一跤，也没
在意，只是疼得钻心，一晚上都
没睡好。”王锦说，第二天起来，
胳膊肿得像发面馒头，不敢
动。但考虑到有课，她还是坚
持来了学校。

雷锋小学业务校长姚小兵
介绍，5月20日上午上课后，她

照例对各班进行巡课，“走到3楼
六（1）班时，我看到王老师吊着
胳膊，吓了一跳。”姚小兵询问王
锦的伤势，得知她还没去医院检
查。

“我带的是毕业班，课比较
紧，而且孩子们在家好长时间
了，好不容易来上学，我再请假
对孩子们不好，再说其他老师也
都有教学任务……”王锦说，她
原本打算上完课再去医院，结果
学校得知后，一再劝说。王锦赶
到医院检查后，得知骨头没事，
左胳膊软组织受伤严重，需静养
半个月。

王锦说，听了医生的话后，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学生怎
么办，我还要上课呀？于是，她
就又吊着胳膊来到学校。

“我们劝她请假休息，她非
要来上课。”姚小兵说。

“我伤的是左胳膊，又不是
右胳膊，而且腿也没事。再说
代课老师没有像我这样熟悉每

个学生的情况。我教的是数
学，不在那么久，哪里放心得
下。”王锦说，既然家长把学生
交到了她的手里，在学校，她就
像是孩子的父母，“哪有父母因
为一点小事，就弃孩子不顾的
呀”。

“老师，你的胳膊怎么了？”
昨天早上，六（1）班的张雅文在
校门口遇到王老师时，吃惊地
问。张雅文说，复课后，他们班
分为A、B两个班，一轮一天来上
课。看到老师带伤上课时，她特
别感动。“平时，老师就对我们非
常关心，课讲得非常细。”

“王老师在同学心目中，是
人气最高、最美的老师。”她的学
生陈泊含说，王老师特别负责
任，每天放学，王老师总是将他
们送到校门口，有时遇到有家长
晚来，她就和学生一起等在门
口，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她
才回家。

姚小兵说，王老师是有 20

多年教龄的教师，特别敬业。
这几年连年带毕业班，从没有
说过苦、累，更没有因为个人原
因请过假。为此，她专门制作
了一篇美篇发到学校群里，引

起不少老师的转发、点赞、留
言。

“其实每个老师遇到这种
事，都会这样做的，真的没有什
么。”面对大家的点赞，王锦说。

班主任“不遵医嘱”带伤坚持上课
学生称她“最美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