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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的顽强绽放

1984年，杜宣梅出生在泸州市合江县一
个农民家庭。1岁时，一场重病夺去了她的双
手双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走路、吃饭这些再简
单不过的日常行为，对小宣梅而言却是难以
逾越的鸿沟。“小时候，我扶着家里的几条长
凳学走路，刚学那会儿，每走一步如同万根针
刺在脚腕上。”当时，在她的袜子和鞋垫上，每
天都能看到浸透的血。

7岁时，杜宣梅学会走路，也梦想着和同龄
人一样上学，但家人觉得她没有手无法写字，更
害怕她在学校遭到歧视，便拒绝了她的要求。

但倔强的杜宣梅偏偏要证明自己。“我没
有手，就尝试用手腕夹起木棍在地上写字，无
数次失败，又无数次重新拿起，直到手腕磨出
老茧，夹木棍的地方勒出两道沟痕。”她说，那
一年，她写出了人生第一个字，当她再次提出
上学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因为对“逆袭”的渴望，杜宣梅一直坚持
读书，并考上了江西景德镇学院，更在大学毕
业后回到家乡教书。

师德的传承和爱的传递

在杜宣梅的成长历程中，有两个重要的
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她的启蒙老师谭老师，另
一个则是远在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的朱先生。

在杜宣梅的记忆中，谭老师爱岗敬业、关
爱学生，因此也成为儿时照亮她心里的一束
光。“谭老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那时学校
的厕所在操场另一头，谭老师每天都背我去
上厕所。”杜宣梅说。

趴在谭老师的背上，杜宣梅感受到了老
师的温暖和力量，更在她心中种下了成为教
师的种子。

朱先生则是杜宣梅高中时期的贵人。杜
宣梅说：“那时父母无力承担我的学费。得知
这一情况后，朱叔叔戒掉抽了20多年的烟，每
月寄来100元资助我。”这份跨越千山万水的
爱心，让杜宣梅顺利读完了高中，并考上大学。

除了这两位贵人，在杜宣梅的成长路上，
还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这也让她下定决心，
要成为更优秀的人。如今，杜宣梅在合江县
人民小学教英语，是不少学生喜欢的“梅子老
师”。

生活中，杜宣梅除了要照顾一双儿女，还

资助了一个孩子霜霜，帮助她完成了学业，最
终顺利考上了大学。这个暑假，杜宣梅让霜
霜回到家中，帮弟弟妹妹辅导作业。“这个夏
天我们一家还去了云南旅游，享受难得的亲
子时光。“霜霜和我很亲，一直都叫我妈妈，我
心里甜甜的。”杜宣梅说。

从那个一直被照顾的人，杜宣梅变成了
可以照顾别人的人。这份爱的传承，让杜宣
梅深感自豪。

杜宣梅的多重身份

除了教师和三个孩子的“妈妈”外，杜宣
梅还有更多的身份。

教学工作完成之余，杜宣梅在网上利用
视频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励志故事。她的
视频迅速走红，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与点
赞，成了网红“梅子老师”。

此外，杜宣梅还出版了个人传记《向阳而
生》。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她的成长经历与心路
历程，展现了她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
目前销量已突破16万册。“有了版权费，加上我
的工资，我可以更好地照顾 3 个孩子。”

作为四川省残疾人励志报告团的成员之
一，杜宣梅还经常受邀到各大学校作演讲。她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学生们传递着积极向
上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我不伟大，但我一直
告诉自己，要问心无愧地教书。我希望我的经
历，能够激励更多的人积极生活。”她说。

在杜宣梅的身上，一直可以看到，努力的
人终究会有收获，就像她在《向阳而生》中写
的一样：“精卫可以填海，愚公可以移山，只要
努力，一切都有可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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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命运低头“梅子老师”的励志人生

▶▶在泸州市合江县一隅，有这样一位教师，她从小无手无脚，经过努力读书，最终
圆了老师梦，并坚守讲台17年。她的故事让无数人感动。这个老师名叫杜宣梅，被
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梅子老师”。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梅子老师”，听她讲述励
志人生。

杜宣梅在课堂上。受访者供图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1076年
的中秋，北宋诗人苏轼就着月华与美酒写
下的《水调歌头》，字字珠玑，句句令人动
容。明月千古无言，唯有逐年逐月有圆与
缺。对团圆的期盼，从来都为中秋的圆月
添了一些温情和低回。

“中秋”最早载于《周礼》，初唐时中秋
才定为固定节日，然而中秋节的盛行却是
从宋朝开始，据《东京梦华录》所载：“中秋
节前，诸店皆卖新酒。”由此可见，中秋食
月饼、饮美酒、赏明月之习俗流传久远。

有佳节必有美宴，中秋佳节的团圆宴
虽不比年夜宴的丰盛，却因为明月的照临
更需一樽佳酿相佐，无论是与亲人共举
杯，还是拜月独酌，这份千里共婵娟的美
好达观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也
是诗人吟咏的灵感源泉。

月有圆缺酿艺永续

回顾中国名酒全兴650年历史，全兴
起于元末、盛于明清、兴于新中国建立之
初。1963年，为提高酒类产品质量并推
动酿酒产业发展，国家在北京举办了第二
次酒类质量检评活动，史称第二届国家评
酒大会。

在这届评酒会上，全兴大曲经专家团
评分为91.93，并以“浓而不艳、雅而不淡”
的美名夺得第四名，前三名分别是五粮
液、泸州老窖特曲和古井贡酒，另有茅台
酒、西凤酒、董酒同列为“老八大名酒”。

就是这样一杯来自成都的名酒，经历
时代的跌宕，在恰当的时机又一次圆明如
月，一举成名。1951年，成都的酿酒业仍
然烧坊行会分散，窖池技艺百废待兴，曾
经杜甫笔下的“万里桥边多酒家”人去窖
空。成都市政府采用赎买方式接纳了水

井街“福升全”烧坊和一个邻近的花果酒
厂，成立了全兴酒业的前身——国营成都
酒厂。

浓香酒的窖池必须不断代酿造，否则
窖泥菌群失活无法酿出好酒。当时的全
成都仅剩“福升全”烧坊的3个窖池，就是
在这3个窖池的基础上，中国名酒全兴大
曲经由一批匠人之手得以酒香再次飘扬。

彼时的全兴酒厂请回流散在各地的酿
酒巧匠：汪孝忠、崔体泉、黄玉林……随着匠
人们的归来，他们用智慧和勤劳为全兴抖落
历史的风尘，使其昂首迈步走向现代。

有了老匠人的技艺加持，全兴用品质
征服了市场，更征服了国家评酒大会的专
家团。1963年11月，全兴大曲在全国第
二届评酒会上，斩获“中国名酒”金奖，此
后又在1984年及1989年再次获得“中国
名酒”荣誉，成为行业屈指可数的三届中
国名酒。

匠心不变好酒弥香

匠心不仅是对经典的坚守，也有着对
创新的探索。“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
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尽管坐拥
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与数百年老窖，全兴
却依然秉承创业热情，不断吸收和引进新
技术、新工艺，形成了“以我为主，博采众
长，溶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创新发展风格。

从上世纪50年代，全兴首次参加四
川名优曲酒工艺查定会开始，便与同行交
流切磋，查漏补缺，共同进步，并不断总结
过往成果经验，形成了“传世水谱、秘制双
曲、超长发酵、降度储存”四大独家工艺，
夯实了全兴的名酒品质基础。

全兴的“传世水谱”不仅在对酿酒水
质严格优选，更有“一净五水六不同”法
则，数百年来一直为业内惊叹。

当大多数酒选择在规模化的机械制

曲中酿造时，全兴酒却沿用古法遵循时
令。于三月制出中高温桃花曲；等待三伏
之夏制出高温伏曲，不同季节气候按不同
比例碾碎混合，以此“秘制双曲”。

全兴酒90天的“超长发酵”，高出行
业平均水平至少720个小时，令酒醅得以
汲取精华，彻底酯化，孕育生香，赋予酒体
圆润浓郁的风格。

为避免酒分子间的缔和遭到破坏，全
兴还创先采用“降度储存”工艺，先将原酒
降度，再行储存，让酒与水分子无间缔合，
低沸点成分缓慢挥发与演化，成就圆融无
碍的口感。

文化浸润首创和润

从历史中走来的全兴，俨然是一座川
酒技艺和文化的丰碑。它积聚了厚重的
川酒文化，也在创新与开拓中淬炼了品牌
力量，更形成全兴特有的文化属性。

2013年，全兴酒业经历市场蛰伏期
后正式推出“和润型”白酒，成为中国白酒
香型上的又一首创。历经650多年的打
磨，全兴通过调配五粮、双曲、粮糠及粮曲
等关键比例，形成了“清雅、圆润、和顺、悠
长”的和润香特色。

三届中国名酒荣耀加身，650年的技
艺传承，元明清三代的珍贵窖泥，还有一
句响彻中华的“品全兴 万事兴”，全兴美
酒的清雅圆润与酒中蕴含的坚定和达观
相得益彰。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名酒全兴的和润
酒香在不同时境里始终如一。无论家人
团聚还是朋友相聚，无论逢年佳节还是寻
常春秋，无论月圆还是月缺，借满杯的全
兴酒更可从容道出千百年来不变祝福 ：
明月圆，人团圆；品全兴，万事兴。（广告）

举杯邀明月 共祝万事兴

品全兴 万事兴。全兴酒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