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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2022年挥手而去，我们将

迎来2023年，回想起往年的情景，仍
然记 忆犹新。 这 几 年受新冠 疫 情影
响 ， 年 味淡了 ，总是感 觉到少 了什
么。

在我心里的年味就是在除夕夜幕降
临时，家人端上一桌美味可口的菜，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回顾这些年来的
生活，畅谈和计划未来的美好，祝福
来年的生活。爷爷奶奶会忆苦思甜地
说：“孩子们，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啊，我们要感谢我们伟大的
祖国，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那些默

默付出的英雄们……”以前每当爷爷
说起这些话，我和弟弟们根本听不进
爷爷讲了什么，只顾着玩了。但今年

的年夜饭时，我认真听了，我的内心
有很大触动。

我还想起前几年在农村老家过年

时， 我们和 爷 爷 一 起贴春 联 ，贴福
字，说倒着贴就代表“福到了”，我
们还手写春联，妹妹笨手笨脚的，也
争着要写，结果春联没写，倒是脸上
被画成了大花猫，可好玩了。

除夕要守岁，我们小孩子可以通宵
熬夜，怎么玩都不会挨骂。还有最喜欢
的烟花爆竹那硝烟的味道，一群群孩
子，你扇你的“芭蕉扇”，我放我的“火凤
凰”，摔炮也来凑热闹……零点开始，

“嘭——— 啪——— ”一声声炮响把我们猛
地惊醒，夜空顿时火树银花。这就是我
心中最浓的年味。 指导老师 杨华勇

一年又一年飞快地过去了，回想
2022年这一年里，有欢乐，有悲伤，
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怒哀乐欢欢喜喜
地迎接新年吧 !

腊月某一天的早晨，我被闹钟的呼
唤吵醒，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爸
爸妈妈穿上了一身“清洁服”，哦！看来
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又要开始了，我迅速
起床，换了身衣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负责卧室，爸爸妈妈则负责客厅和厨
房，任务分配完毕，我们就开始打扫。
我来到卧室，拿着拖把，把大面积的灰
尘全赶跑了。然后我又拿来抹布，准备

清理拐角的灰尘，这些灰尘可真顽固，
抹了好久才 "乖乖投降”。我打扫好了，
此时爸爸妈妈也顺利完成了任务，现在
再看看家简直是焕然一新、窗明几净。

傍晚，我们去街市置办年货。街市到
处都是中国红，这不就是年的味道吗?圆
圆的灯笼、大红的中国结、火红的春联、吉
祥的装饰品，挑了半天，我们把这些都挑

回了家。来到小食街，五颜六色的糖果、奇
形怪状的小食品、五彩缤纷的水果，看得
我直流口水，妈妈看到我这没见过世面的
样子，每一样都给我买了一点，真是太满
足了，都是我爱吃的。

大年三十，我最期待的年夜饭到来
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美味佳肴，互
相送出美好的祝福，餐桌周围弥漫着欢
乐和温馨。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
前吃着零食，看着精彩的春节晚会，让
人赞不绝口。这一幕幕场景，都是美好
的新春瞬间，过年的美丽画卷上有它的
装饰，一定光彩照人！

记得很小的时侯，爸爸就给我说过《曾子杀猪》、《狼来了》
的故事。故事中曾子虽穷，但信守承诺，为子杀猪；故事告诫我们
小孩子不要撒谎，不能欺骗别人。当时我会羡慕曾子有肉吃，仰慕
这位爸爸说话算话，我会笑话《狼来了》这个故事里的孩子自作自
受，岂不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向我传递“诚信”的概念，这也是
我们一家一直恪守的原则。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爸爸催促我赶紧起床上学，
可我漫不经心地答应一句后没舍得离开温暖的被窝，好不容易地爬
起来了，又去美美地吃了早餐，结果可想而知，我没赶上上课时
间，迟到了。

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我的心里摇摆不定，一直在思考如何跟老
师解释。我走到班级门口，紧张地站着一动不动。“怎么回事？”
老师质问我。“老……老师……我……”我支支吾吾地回答，
“我……我今天早上生病了！所……所以没来！”老师看了我一
眼，让我回座位。那一节课，老师讲的我什么也没听，一直在后
悔，心里一点也不踏实。下了课，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李梓瑞，你爸爸都跟我讲了。下次要说实话哦！”老
师没什么批评的语气，但我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落了下来。那一
刻，我更多的是没来由的委屈。

回到家，我责怪爸爸实话实说，结果让我颜面尽失。爸爸语重
心长地告诉我，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世之本，对孩子而言，家长和老
师允许犯错，但是不允许欺骗。这时，我才渐渐理解“诚信”的意
义。

正如书中所说：日出日落是太阳的诚信，月圆月缺是月亮的诚
信，潮起潮落是大海的诚信，绽放美丽是花儿的诚信，履行承诺是
人类的诚信。生活之所以总有精彩，是因为我们把诚信融进了生
命。感谢“诚信”的家风栖息我家，今后的学生生活中，我会更加
严格要求自己，把这一美德传承下去。

小小记记者者书书画画作作品品选选登登

年 味
小记者 时骏然

春 节
小记者 杨羽墨

在我家的阳台上有个玻璃房，那里有我和奶奶精心养植的花
草，春夏秋冬，那些植物在我和奶奶的培育下一天天长大、开花，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

小花园大约有6平方米，有君子兰、对兰、茉莉花、吊兰、芦
荟等。我和奶奶用几张旧书桌和板凳搭成架子，各种植物摆放得错
落有致。吊兰摆放在最高处，长长的细枝密密地垂下来，像诗人口
中的瀑布；肉肉的芦荟被放在地面，张牙舞爪地伸出带锯齿的肥
枝，就像要打架的螃蟹伸出它的巨钳；一盆盆可爱的多肉整齐地排
队，像接受检阅的士兵......

我最喜欢的是一盆茁壮的茉莉花。这盆茉莉花枝干粗壮，叶子
大而肥厚，两两对生。每到春末夏初，这盆茉莉花就会从顶部长出
一个个可爱的花骨朵，然后开放，洁白纯净的花瓣裹着细细的花
心，就像天上点点繁星；花开的时候，整个阳台都弥漫着花香，让
人心旷神怡。

除了茉莉花，小花园中还有一种植物，深得我的喜欢，那就是奶
奶精心培养的君子兰。君子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没有枝和干，直接
从土里冒出宽度均匀、细细长长像宝剑一样的墨绿色叶子，叶子分两
边，层层叠叠。到了春天，会发现君子兰开花也和别的植物大不相同，
它是将花骨朵“藏”在叶子“出生”的地方，等花骨朵被长长的茎送到
超过它叶子的时候，花骨朵就会开放，可开放的不是花而是一个个小
的花骨朵，这些花骨朵再开放，变成花。鲜红的花就像一个小漏斗，映
着墨绿的花叶，把整个小花园都衬托得艳丽无比。

我家的小花园不仅让我学会了植物生长的知识，还给我们带来
美的享受和沁人心脾的花香，让我的心情格外放松和舒畅。我喜欢
和奶奶一起，施肥浇水松土、精心呵护植物、观察植物的生长；我
喜欢在夏日的夜空下，坐在小花园中聆听植物的欢笑；我喜欢看各
种花朵争奇斗艳、各展芬芳。因为这是我亲手劳动创造的美好，只
要你付出了，就能得到美好的回报。 指导老师 罗治芬

一年四季中我最喜欢冬天，因为冬天会下雪。
瞧，一片片雪精灵像许多淘气的孩子，在半空中飞来飞去，跳跃、

奔腾、欢呼，热热闹闹的场景像一场盛大的冰雪联欢晚会。雪下了很
久，纷纷扬扬，没有一丝想停下来的意思。我猜想它睡了三个季节，蓄
力准备这一场雪，好让这场雪下得盛大又隆重，好让我们惊喜地赞叹：
“又将是一个瑞雪丰年！”

雪是一个热心肠，它给田地铺上厚厚的被子，给屋顶刷上亮晶晶的
油漆，让树枝开满银色的花；雪也是一位淘气的画家，把整个世界都涂
上了白色，公园是白色的，游乐场是白色的，就连小朋友的头发都变成
白色的啦！雪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下雪的声音是沙沙的，踩在
雪地上的声音是咯吱咯吱的，如果你等到雪变成了冰块儿，踩在上面的
声音又变成了咔嚓咔嚓的。

雪是我的好朋友，它会让我踩在它的身上，软绵绵的好像踩在云朵
上；它会让我躺在它的怀抱里打滚儿，听我快乐地尖叫；它还会偷偷地
亲吻我，落在我的脖子里，凉凉的、酥麻麻的，逗得我哈哈大笑。

只有我喜欢下雪么？《咏雪》中说：“未若柳絮因风起。”雪像柳絮一
样随风飘扬，自由自在，随性又可爱。《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塞外八月的飞雪壮丽又浪
漫，雪的浪漫冲淡了乡愁的伤感。原来古往今来，很多人都喜欢雪，
它是纯洁无瑕的象征，它是浪漫的代言，它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快
乐源泉。

指导教师 施光宏

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美丽的校园，校园里百花齐放——— 黄灿
灿的迎春花，红彤彤的月季花，红艳艳的桃花，连翘花举着小喇叭……
其中，校园开放最多了还是紫莹莹的丁香花，那醉人的香味直往鼻子里
钻。

叮铃铃，下课了。班长王寒冰像往常一样在班级注视着同学们的
一举一动，他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做事雷厉风行，号称“小辣椒”。
突然，他发现组长送来的纸条上写着：张明没写完作业。张明是班里
的淘气包，只见“小辣椒”冲出教室，四处寻找着张明。而此时的张明
已被丁香花深深地吸引住了，正在聚精会神地摘着丁香花。不料，这举
动被本来就生气的“小辣椒”发现了。这下可真是火上浇油，小辣椒顿时
恼怒成羞，指着张明，大声说道：“谁让你摘丁香花的？李老师告诉我们
不能摘花，你不知道吗？”张明低垂着头，像蚊子似的，小声说道：“我奶
奶前天生病了，她最爱丁香花的香味，而我却没有钱买花送给她，想摘
几朵送给奶奶。”就在这时，李老师刚好走了过来。他心平气和地摸着张
明的头，关切地说：“发生了什么事？说出来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张明
向李老师说明了摘花的原因。他惭愧地说：“李老师，是我的错。让你失
望啦。”李老师一把将张明紧紧地搂在怀里，说道：“放学后，到我办公室
来一趟。”

叮铃铃，下课铃响了，张明怀着志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办公室，抬头只
见李老师手里端着两盆怒放的紫丁香，散发着缕缕幽香，他热情地对张
明说：“过来，这两盆紫丁香是送给你的。其中一盆送给奶奶，代我向她问
候；另一盆送给你，因为你有一颗爱心。”张明愣住了，简直不敢相
信，李老师如此善解人意。张明的眼睛湿润了，手里捧着两盆鲜艳的紫
丁香，走在校园里，紫丁香的香味散发得很远很远……

指导老师 肖金凤 顾仁双

开满丁香花的校园
小记者 顾逸航

雪
小记者 杨柳芊芊

古人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静，在时间中流淌。傍晚，太阳西沉，月亮悄悄探出头，在温

柔的路灯下，小路显得十分幽静。“沙沙”的风声中，我听着舒缓
的曲子，窗外的大树也随着旋律轻轻地摇摆，十分享受。夜深了，月亮
请来了雨滴们，它们都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催眠师”。当人们躺在床
上，闭上眼睛，聆听着“催眠师”指尖流淌的音符，慢慢进入梦乡，这一
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宁静。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花瓣的露
珠晶莹剔透，草儿在微风中摇曳，似乎没有睡醒，清鲜的空气中还留
着昨夜雨水的清香和恬静。这悠闲的时光，使人感到舒畅。

静，在午后的阳光中。我静卧在藤椅上，一边带着耳机听着音乐
一边小憩。温暖的阳光洒在我脸上，软软的，心里也暖暖的。悠扬的乐
曲缓缓流进我的耳中，活泼的音符在我的心头跳动，诗一般的歌词让
我深深吸一口长气。一阵风拂过我的脸颊，美妙的旋律像波涛滚滚的
海浪在我心头翻滚，心中的海浪渐渐缓慢下来，渐渐变得平静，我的
心情也舒畅了许多。不知不觉进入梦乡的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
了。梦境中，静像一位美丽的天使，总挥挥五色的衣袖，让我沉静。当
醒来时，她已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任何足迹。

静，在每个人的心里。世界繁华喧闹，每个人都需要静，因为
静下来时，可以抛开心中的烦扰，在她的怀抱中找到惬意和畅快，
让思绪翩翩。 指导老师 陈玲

诚信家风 伴我成长
小记者 李梓瑞

我家的小花园
小记者 杨方捷

静中思
小记者 梅凌菲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在门口捡到一
颗种子。这颗种子如绿豆般大小，圆圆
的，颜色白而透亮。我心想这肯定不是一
粒普通的种子。

拿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把这粒种
子埋到后院的土里，还浇了一点儿水。
果不其然，它真得很神奇，我进去喝了
一口水的功夫，它竟然就生根长叶了。
为了不再错过那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就
准备一直守在那里，等着看看还会发生
些什么。

不一会儿，这棵由种子变成的小苗长
成了参天大树，就像《西游记》里的人参
果树那样高大。不过它结的果实可不是人

参果，而是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糖果，有白
的，红的，黄的，青的，绿的……我爬上
这棵大树，把这些糖果摘下来，找了一个
玻璃瓶把它们装起来。

第二天，我把这些糖果带到学校，上
课前我偷偷吃了一颗黄色的，我猜想这粒

糖果肯定能帮我变聪明，上课的时候我不
停地举手，听得非常专心，没想到我真得
变聪明了，老师提出的问题我都会。听到
老师对我的表扬，看到同学们羡慕的眼
神，我的心里乐开了花。放学路上，我看
到一位老奶奶提着重物，累弯了腰，要是

以前我肯定不敢上前去帮助她，可是今
天不一样了，我拿出一个红色的糖果，
吃了下去。我感觉我立马变得力大无
穷，我一溜烟儿地跑到奶奶身旁，接过
她的东西，现在这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
碟，提着的时候感觉都轻飘飘的。

这时候我听到妈妈喊我，我醒了，
原来我刚刚是在做梦呀。我把这个梦告
诉了妈妈，我告诉妈妈我真的很想捡到
那颗神奇的种子。妈妈说，其实我有那
颗种子，那颗种子长在我的心里，结出
了勇敢之果，勇敢就能帮助我获得智慧
与力量。

指导老师 朱晓玲

漫长的寒假时光，整理手机相册，翻到以前拍摄的楼下一年四季
的景色图片，合在一起看，宛如四个世界。世界被封印在小小的相框
里，似乎比记忆中要暗一点，光与影的交界处总有若有似无的灰影。

春天，树木花草吐出嫩芽，大地焕然一新，各种动物活跃起来，人
们外出郊游、玩耍，忙着制订一年的计划。

夏日，枝叶茂密，蝉在泛着绿色光影的树林中鸣叫。大家都穿上
了短袖，或奔跑在阳光下，或摇着扇子，找个树荫乘凉。

秋天，天气凉爽，道路两旁的树木变成了红色、金色，柏油路上铺
满了落叶，像五彩缤纷的地毯延伸开去，欢迎人们走一走、看一看。秋
天，是丰收的季节，空气中都弥漫着香甜的气息。

冬日，树木光秃秃的了，人们穿上了厚厚的衣服。有时下了一场
雪，四周都是白茫茫的。雪停了，很冷，大人们都不愿出门了，这却是
孩子们的好时光。

不是每年都如此循规蹈矩，有时气温飘忽不定，时常让我们忘记
自己身处什么季节。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大抵如此，不会一成不变，时
不时就有意外发生。人的思想也是如此，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今
天我想努力奋斗，明天也许就感到前途渺茫 . . . . . .母亲们都是有准备
的，她们观察情况，做好应对，感到天气变冷，就把夏天的衣服收起
来，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每次天气骤变，我都能穿上适宜的衣物。及
时应对，才能有备无患，我想我们也要学习改变自己，适应环境。

当然，不要对不确定的未来过分担忧，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过好
当下的每一天。因为今天的每一步都是给未来打下基础。如果农民伯
伯因为担心未来的收成而天天忧心忡忡、无心做事，那他一定不会有
好收成。世界不断变化，我们更应为了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四个世界”
小记者 范怡然

童年的夏日，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
起爬树摘果子和下河游泳。

那时候的我们，既没有兴趣班的诱
惑，也没有辅导班的压力，可以尽情地
享受着假日的快乐时光，不用担心父母
的唠叨和监督。每天中午，我和小伙伴
们都会偷偷地溜出来，在村子周围寻找
果木树，然后悄悄地爬上去，顾不上是
否认识树的主人，也顾不上是否吃过，都
会待在树上吃个饱。说到底，还是我们的
生活太苦了，可供选择的水果太少了。其
实，那时候的乡村也没有多少果木树，我
们偷吃最多的水果就是梨子，有黄梨和青
梨。其它的果木树，我们不认识，以前没
吃过，害怕被毒死，内心里也不敢吃。不
像现在的孩子，很小就接受科普，见识
广，可以分辨出不同的水果来。

爬树摘果子，最担心被主人发现以及
遇到马蜂窝。有几次，我们正在树上吃着
梨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动静太大而被主
人发现，吓得我们快速地从树上滑到地
面，飞奔而去，只留下主人骂骂咧咧的背
影。至于爬树遇到马蜂窝，更是常事。那

时候，我也不懂果木树含糖高，容易引来
马蜂和其它昆虫，只想着偷吃果子，嘴太
馋。哪怕是看到了马蜂窝，也阻止不了我
们偷吃的欲望。在我的印象中，每年暑假
偷摘果子的时候，都会被马蜂蛰伤眼睛。
我在憎恨马蜂的时候就纳闷：马蜂为啥不
叮咬其它部位，单单就喜欢叮咬我的眼睛
呢？被马蜂叮咬后，眼睛很快就肿胀起
来。我用手捂着肿胀的眼睛，全靠另一只
眼睛回家。因为眼睛肿得太厉害了，轻易
地就被爸妈发现，惹得爸妈冲我一番责
骂，勒令我必须待在家里，不准出门。爸
妈哪里明白：谁愿意去捅马蜂窝啊，还不
是因为口馋所致嘛。家里如果有零食，赶
我出去我都不会出去的！

下河游泳是夏日里不可忽缺的项目。
男生如果不会凫水，就会被称为“旱鸭
子”，那肯定会被嘲笑、在小伙伴面前也
抬不起头。起初，我因为不会游泳，只好
坐在岸边，看着他们在河里游泳嬉戏。后
来，我实在忍不住，便偷偷地下到水浅的
河边。伙伴们看到我下来了，不容分说就
把我拉到河中央。我很害怕，在挣扎中呛
了水，不停地咳嗽和呼喊。他们不但不紧
张，还一次次地嘲笑我、捉弄我。我也不
记得呛了多少次，害怕了多少回，居然在
不经意之间就学会了游泳。当我发现自己
也会狗刨时，开心不已，积极要求加入到
他们的比赛队伍中，一起享受游泳带来的
乐趣。所有人都乐在其中，无关输赢。

除了游泳比赛，我们也会在藕塘里
踩藕。踩藕的窍门也不少。起初，我
只会顺着荷叶的茎潜入水中，然后翻
动淤泥，把藕扯拽上来。有时，莲藕
太长，我需要浮出水面换口气，再沉
下去。如此反复，极大地消耗体力，
忙活大半天也踩不到几节藕。后来，
大点的伙伴给我传授了踩藕的窍门：

先用手拉着荷叶的茎，用脚褪去包裹莲藕
的淤泥，然后再沉入水中把莲藕拉拽上
来。我照这样的方法试了几次，果然很有
效。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叫踩藕而不是挖
藕的由来吧！大家顾不上头顶的淤泥，便
急切地搓洗手中的莲藕，吃了起来，没人
在乎莲藕是否洗干净了、吃了会不会闹肚
子。
童年的乐趣，永远说不完；童年的记

忆，永远忘不掉！童年多美好，时光难回
头，能不忆童年？

神奇的种子
小记者 彭若瑜

童 趣
程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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