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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有的人怎么会被称
为‘老油条’呢？人怎么会是食
物呢？油条怎么还有老与不老
之分呢？”

“这里的‘油条’不再指食
物，而是指狡猾的人。新炸的油
条很脆，易咬断。但放久了的油
条则显得油腻且不易咬断，变
得很皮，甚至可以拉长而不断。
人们由此联想到一些表面圆
滑、心怀叵测的人，就像放久的
油条一样。”

这是11月24日牟平一中新
疆班一堂语文课上的师生对
话。

向老师提问“老油条”的，
是刚刚来烟台两个月多一点的
维族姑娘先木西努尔。现在，先
木西努尔已经会用流利的普通
话跟老师交流了，但一些词语
的意思她还是有点搞不清。

老师介绍说，刚来的新疆
学生一般要先上预科班，内容
主要是补习初中知识。

记者问先木西努尔：“老师
讲的，你能听懂吗？”

先木西努尔说：“能，老师
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

原来，先木西努尔在新疆
就已经学习汉语，上课也讲汉
语。

牟平一中副校长姜超说：
“学生们对于知识已经基本掌
握了，但他们以前用的是少数
民族教材，文字、符号、语言表
达方式与汉语不同，现在还需
要进一步适应。”

为此，牟平一中挑选出一
些普通话过关、业务过硬、责任
心强的老师来教新疆班。经过
一段时间的磨合，老师们已经

掌握了与新疆学生交流的技
巧，那就是：放慢语速，用最简
洁的词汇表达。

“虽然各民族表达方式不
同，但往往都可以表达同一个
道理，像汉语说‘情人眼里出西
施’，哈萨克族说‘漂亮的并不
漂亮，你爱的人才漂亮’。”姜校
长笑着说，“这些孩子都是在新
疆经过考试选拔上来的，学习
都很刻苦。经过一年的适应，会
很快赶上来的。”

牟平一中2005年首次承办
内地高中新疆班，到今年，已经
有了三批毕业生。他们全都考
上了大学，有的还考上了重点
大学，如清华、北大等等。据介
绍，牟平一中现有预科班、高
一、高二、高三共16个教学班，
教师及管理人员96名，新疆学
生603名。

老师，人为什么可以是“油条”？

603名新疆娃在烟台有个家
牟平一中有个新疆班，来自17个民族的孩子在这里快乐地生活着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在 牟 平 一
中，生活着603名
新疆籍学生，他
们 来 自 1 7 个 民
族，肩负着学成
之后建设新疆的
重任。

这些新疆孩
子刚来学校的时
候，都很少开口
说话。而现在，牟
平 一 中 的 操 场
上，时常能看到
新疆学生与当地
同学打篮球的欢
快身影。

据姜超介绍，办新疆高中班
是教育部的教育援疆项目，是国
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组成部分。
这些学生来自新疆各地，有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克尔克孜族、蒙
古族等17个民族，农牧民的子女
占到了85%以上。他们都是作为新
疆的后备干部培养的，大学毕业
后要担负起建设新疆的重任。

新疆内地班的学生一来就待
一年，只有暑假才能回新疆。每年
暑假开始，都是由老师亲自护送
回新疆，然后8月26、27日，新生再
和老生一块，由学校老师从乌鲁
木齐接回烟台。

“来回要坐3个夜晚2个白天
的火车，才能到达牟平。到校后，
吃过早饭，洗过澡后就开始补觉，
一直睡到下午3点。”说起两个多
月前刚来牟平那天的情景，蒙古
族姑娘塞力格力仍旧一脸的兴
奋：“以前我从来没看到过大海，
当我坐在车上，第一次看到大海
的时候，非常兴奋。”

先木西努尔则对新城市、新
教室充满了好奇，她说：“接到通
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要来
烟台。烟台是座美丽的城市，教室
里还安着电视、投影仪，真漂亮！”

“刚来的时候，学生们还不知道
烟台这边有冬天，一来发现没带棉
衣，赶紧让家长邮递。”预科班班主
任于燕说，第一次远离家乡，孩子们
想家自然是难免的。为此，学校负责

新疆班的，大多都是20来岁的年轻
教师。因为和同学们年龄差距不大，
交朋友比较容易，学生们高兴的和
苦恼的事情都愿意跟他们说。

“我们课上叫她老师，课下都
喊她‘小鱼儿’。”活泼好动的塞力
格力笑着说，于燕长得小巧，和学
生无话不谈，所以他们都管于燕
叫“小鱼儿”。

目前上高一的瑶族姑娘蒋欣
彤说：“白天的时候还行，到了晚上
常常想家想得睡不着觉。幸亏我们
有像妈妈一样的老师。”说到这里，
她好像是给自己打气一样，继续说
道：“到烟台来上学，机会很难得。我
会慢慢适应这里的，更要好好珍惜
这个机会。”

除了老师的关怀，同学们的热
情也在帮新疆学生们冲淡着思乡
之苦。蒋欣彤说，虽然语言上有些问
题，但是并不妨碍当地同学与他们
的交流。“同学们都问我，新疆那边
是什么样子的，来到这里适应吗？我
也很好奇地问他们，这边有什么好
玩的地方？听说学生会还要组织我
们开一次交流会呢！”

原来，有些当地学生很早就提
出来，要想办法多跟新疆学生交流。
还有不少同学提出来，等到春节时，
要把新疆同学领到家里过。

刚来的时候，新疆班的学生
都很少开口说话，而现在，操场上
时常能看到新疆学生与当地同学
打篮球的身影。

课上我们叫她老师，

课下都喊她“小鱼儿”

专门请来新疆大师傅，一日三餐清真味
走在校园里，处处可见

学校对新疆班学生的关怀。
学校按照新疆风俗改建了学
生浴池，每一个浴室都是一
个单独封闭的空间，并配备
了浴霸。学校建新校区还专
门建了两栋公寓楼作为这些
新疆孩子的宿舍，每间宿舍都
是标准的八人间，里面设备齐
全。

住得不错，吃得也不赖。
在牟平一中的新校区，专门有
一个清真餐厅。

“学生吃得香，全是新疆
厨师的功劳。”正在餐厅值班
的夏老师说，学校特意从新疆
请来4名维吾尔族厨师，还配
备了7名当地工作人员给他们
打下手，做出来的一日三餐绝
对是标准的清真味。

新疆学生的饮食很讲究，
厨师们要亲自宰杀牛羊，之前
还要做祷告。他们喜欢吃的拉
面也是特制的，与烟台人平常
吃的拉面不同……这么多独
特的饮食习惯，当然非新疆本

地厨师不可了。
新疆厨师做饭的水平高，

但语言却是个大障碍。新疆厨
师刚来时，学生开饭时间延后
了1小时。原因之一就是新疆
饭尤其是手抓饭做起来很费
时，通常要1个小时左右。而另
一个原因就是无法交流。手抓
饭要求米饭是生米，新疆厨师
只懂一丁点的汉语，由于没有
沟通好，本地厨师把米先蒸熟
了，等到要做饭的时候，才发
现搞错了。

新
学期的第
一堂课，总
是令人难
忘的。

在牟平度过
传统的古尔邦节，
学生们在联欢会上
合影留念。

▲第一次看到大海，新疆孩子们都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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