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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沁雨大学学的是设计，如果“专
业对口”，应该从事环艺设计等工作，
但从小就看惯了妈妈做“孩子王”的李
沁雨，萌生了当老师的想法。后来，她
考取了美术学科的教师资格证，在一
家国企和一所学校的“二选一”中，最
终选择学校。

“我喜欢孩子，也很有耐心。而且
妈妈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很有活力、能
量满满的，所以我觉得当老师就很
好。”李沁雨说。

“她最终成为一名教师，可能多少
是受了我的一些影响。她在成长过程
中，太多的时间都是和我一起待在学
校里，学校给了她一种快乐和安全的
美好感觉。”石晓为说。

“妈妈的敬业精神对我影响比较
大。比如，妈妈每个学期都会花不少时
间给学生写评语，我觉得我现在给学生
写的评语也很认真顺畅。”李沁雨说。

事实上，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
的70后，石晓为和女儿在生活和工作
方面，显然有着太多的不一样。但妈
妈长久以来的言传身教，让李沁雨在
工作中尽管偶有受挫和沮丧，但会很
快站起来，愿意更积极去做事情。

“希望她心里永远爱着学生，并不
断丰盈自己，成为一个健康有爱的老师
和母亲。”这是石晓为对女儿的希望。

“要健康，少熬夜，少想点事情，一
定要每天都开心。”这是李沁雨对妈妈
的祝福。 记者 王伟

是老师，也是母亲。石晓为在研
究学生的同时，也思考着适合女儿的
教育方式。另一方面，女儿和学生有
时候也影响着她的教育态度和理念。

石晓为记得自己曾带过的一届学
生，有几个孩子学习能力或态度很不
好，家长也无计可施。作为班主任的
她，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的
成绩有所进步。于是采取了一个办法，
每天放学后把这几个学生留下来补课。

“当时女儿读小学，离我们学校很
近，放学后常到我办公室来，我给学生
补课的时候她有时就逛来逛去，不是
很专心做作业。我生气了，就会批评
她，‘你怎么这么不自觉？’女儿有一次

很严肃地跟我说，‘你不能这样说我
的。你都说了他们不认真学习，学得
很不好，那你还对他们这样耐心，我学
校里又没有不自觉，成绩也挺好，你不
陪我怎么还对我这样吼？’我想想还蛮
有道理。”石晓为说，“然后也有意识跟
她说了几位哥哥姐姐的长处：他篮球
打得可好了，她很会画画，那位哥哥特
别暖，出去出游一定要把大巴车上最
好的位子给我坐……说着说着，我也
在反省，放学后强制给他们补课，是不
是帮助他们的最好方式？类似这样经
常反思我对待学生和女儿的方法态
度，对我的成长而言，无论是作为母亲
还是老师，都是有帮助的。”

母亲：女儿与学生也影响着我

现在，女儿也成为一名教师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难忘的家乡味。它可能是妈妈亲手做的芝麻汤

圆，也可能外婆做的咸蛋肉粽。美食连接过去与现在，他乡与故乡，是最

绵延的乡愁。

“我叫毛美儿，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姓王，所以大家都叫我王妈

……”这是“王妈汤圆”品牌创始人毛美儿的开场白，这段“rap式”的自我

介绍，隐藏着对女儿满满的爱意：专注于女儿饮食健康，毛美儿研发各

种美食，获得女儿同学家长的夸赞。

带着传承自外婆和妈妈的手艺，毛美儿笃定踏上“巾帼共富”之路，

从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到宁波汤圆制作技艺传承人，带动60多名女性创

收。她说要把“妈妈的味道”传承发扬，也给女儿们做一个榜样。

“我的妈妈是一名教师，小时候，我特别依赖妈妈，什么都想跟妈妈

分享，但她上班忙，下班以后也总有很多电话要接，很多哥哥姐姐的爸

爸妈妈会找她聊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有点生气。”

“后来是崇拜，觉得妈妈很棒，她的班上有很多优秀的哥哥姐姐，但

也有点失落吧，好像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那些优秀的哥哥姐姐。”

“现在对妈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成了一名教师、一

个妈妈，她的敬业精神对我影响也很大。”

……

李沁雨，鄞州赫德实验学校美术老师，今年是她工作的第五年，她的母亲

石晓为，是宁波外国语学校初中部英语老师，宁波市名班主任。母亲节来临之

际，李沁雨想对母亲说：“要健康，少熬夜，少想点事情，一定要每天都开心。”

一位优秀的教师，在她女儿的心目中，又是怎样的一位母亲？这个

母亲节，一起来看看她们的故事。

一碗手工汤圆
唤起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 步入美食创业行列源于对女儿的爱护
5月初，奉化庙后周村上井头古

树旁，“王妈汤圆”新店正式营业。
毛美儿在门前摆放了一个洗净的石
磨，一盆糯米，来往游客、村民最喜
欢体验磨糯米的过程。

今年40岁的毛美儿是土生土长
的奉化庙后周村人，自小跟在母亲身
边，有空时就帮母亲打理点心店的生
意，逐渐学会了一整套汤圆制作手
艺。毛美儿的小女儿月月如今也时
常跟在她身边。

“我大女儿 17 岁，小女儿 12
岁。”毛美儿告诉记者，最早开始步入
美食创业，也是源于对女儿健康的关
注。孩子挑食，全身心投入照顾家庭
的毛美儿变着法做女儿爱吃的食物，
汤圆、粽子、青团等各种老底子宁波
味道是她的拿手点心。

“王妈做的点心，我家孩子很爱
吃，能不能卖给我？”女儿同学家长
的认可，让毛美儿初尝到分享的喜
悦，也逐渐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 小汤圆漂洋过海，唤起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刚开始创业，销售渠道有限，产
量也不高，毛美儿只当爱好反哺喜
欢吃汤圆的老客户。

“我做的汤圆去过最远的地方
是英国。”毛美儿介绍，那位母亲的女
儿在英国留学，很想念家乡宁波的汤
圆。于是，那位母亲从毛美儿地方采
购了汤圆皮和馅料，漂洋过海看望女
儿。

“吃过汤圆的女儿感动哭了，我
听完也很感动。”毛美儿说，大家爱
吃她做的汤圆，其实她们更怀念的
是美好的童年，以及那份独一无二
的母爱。

毛美儿回忆小的时候，父母在
自己的小学附近开了一家早餐店。
每年腊月，毛美儿的妈妈总会搬出
家里的石磨，泡好糯米，制作水磨汤
圆。“你外婆在的时候，总说汤圆要
吃猪油汤圆。”从小，毛美儿就在妈
妈反复的“絮叨”中，流着口水等待
汤圆出锅。

也是这份共鸣感极强的童年回忆，
让毛美儿坚持做正宗的宁波汤圆，不管
是否赚钱。2015年，她建起了“王妈汤
圆”品牌。2019年，毛美儿被认定国家
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波汤圆制作
技艺”的传承人。

● 小小汤圆带动60多名女性共富

“妈妈将制作汤圆的好手艺传给
了我，很多人夸我的手艺好，但以前
不太自信。”毛美儿告诉记者，直到她
制作的油炸汤圆俘获大众的味蕾，获
得宁波市“妈妈的味道”民间美食巧
女奖，她才信心大增。

在当地妇联的帮助下，毛美儿
事业更上一层楼——成立了“巾帼
共富工坊”，带动同村60多名女性
一同创业，每人每年增收约2万元。

“姐妹们负责制作，我负责线上

销售，最忙的时候一天做了1500盒
汤圆，根本忙不过来。我们的工坊
很受欢迎，越来越多女同胞希望加
入我们团队。”毛美儿说。

“现在，我更想做的是守住匠
心，弘扬传统技艺。”在机器轰鸣的
时代，毛美儿依然坚守宁波老底子
水磨汤圆的制作技艺，在村里开辟
了非遗研学基地，立志将这份传统
文化传给更多人。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黄晓红 黄小芸

李沁雨1岁多时，穿着妈妈的背
心，和妈妈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现在的母女俩。记者 张培坚 摄

毛美儿在
做水磨汤圆。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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