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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安徽向日葵公益助学服务中心六安工作站组织下，我
们参加了“珍惜生命之源，感受科学魅力”的研学活动。

“走千走万，不走淮河两岸。”这句曾经的俗语是如此刺痛人
心，在导游的引导下，我们看到了资料图片里片干涸的土地，或饱
受洪涝灾害的土地。江淮人民建设了淠史杭工程。现在，这里已变
为“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六安一中，刚一进门，“敦品砺学，以天下
为己任”的校训映入眼帘。在几位高一学生代表的引领下，我们来
到了图书馆，图书馆内学生很多，但并不喧闹，我们这些外来的游
客，也并不能使那些专心致志的读者抬起头来，或许是被这种氛围
感染了吧！我也挑了一本书，津津有味的读起来，在这里，我深切体
会了丰富多彩，劳逸结合，团结奋进，专心治学的校园文化。

六安科技馆是另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在工作人员的引
领下，我们在小影院看了场微电影，体会了科学的力量。我们还体
验了用滑轮组吊起自己，感受物理科学魅力，探究了天体的运动，
理解天文科学奥秘，观察了人体各组织示意图，领悟生物科学的美
妙……我们充分领悟了科学的魅力与科技对生活的巨大影响。

这场文化之旅远不止这些，从这场文化之旅中，我们开拓了个
眼界，丰富了见识，坚定了信心，激发了动力，实在是受益匪浅，感谢
安徽向日葵公益助学服务中心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丰富的文化大餐！

我们班有一个“小书虫”，她有
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高的鼻
梁下有一张可爱的嘴巴。

她是一个十足的小书虫，只要
她一看到书，迫不及待去看。瞧！下
课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冲出了教
室去做游戏，可是她却不慌不忙地

拿起一本《红楼梦》来“啃”，于是，
我在她旁边来回转悠，想看看她会
不会注意到我，结果，我的腿都走麻
了，她却依然像石头雕刻的一样，一
动也不动地盯着那本《红楼梦》。“叮
铃铃！”上课了，可是她好像与世隔绝
了一样，直到老师来了，她才意识到

已经上课了，恋恋不舍地把那本《红
楼梦》放进书包里。

她不仅是“小书虫”，还是一个全
能学霸。上语文课时，老师问的问题
她全都会，而且老师布置的作文，她
总能写得语句优美，生动有趣；上数学
课时，她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每次她
都可以回答正确；上英语课时，她口语
标准，可以与老师用英语交流。

这就是令全班敬佩的王蕙妍，
一个做每一件事都认真对待的“小
书虫”，值得我学习！

指导老师 韩中平

我最爱的小吃就是我们家乡的蒿子粑粑。
一到春天，天气渐渐暖和，蒿子就从地里冒出了嫩芽。这个时候是

做蒿子粑粑最好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大街小巷都有卖蒿子粑粑的，
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妈妈做的蒿子粑粑，妈妈做的和街上卖的可不一
样！街上卖的蒿子粑粑蒿子少、腊肉放的也少，而且还有辣椒。妈妈的
蒿子粑粑不仅放了很多嫩绿的蒿子，而且还放了很多的腊肉和香肠，
还放了糯米粉，一口咬下去软软糯糯的，蒿子特有的清香中夹杂着香
肠和腊肉的香味在舌尖回荡——— 那滋味真是终身难忘啊。

这不，又到了吃蒿子粑粑的季节。一早妈妈就把我叫了起来，
说要带我去菜市买蒿子，做蒿子粑粑，我一听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赶忙和妈妈去了菜市场。到了菜市，我看见妈妈非常认真仔细地一
家一家挑着蒿子。妈妈说，一定要挑那种野生的水灵的，刚冒头的
嫩蒿，这样做出来的蒿子粑粑才香。

挑好了蒿子回到家，我和妈妈一起摘蒿子，要把蒿子里的杂草
和黄叶去掉，然后再把蒿子洗干净焯水切碎放在那里备用，然后妈
妈开始炒切好的腊肉和香肠，等腊肉和香肠炒香后，妈妈就把切好
的蒿子放进去，然后再放入米面和糯米面一起搅拌，一直搅拌到所
有食材都均匀的裹在一起，干湿适中的时候就可以做蒿子耙耙啰！
我们把做好的蒿子粑粑放在平底锅里煎，这时候满屋子都是蒿子
的香味，挥之不去，把我的口水都引下来了，我实在有点等不及要
吃了！等到蒿子粑粑煎到两面金黄就大功告成了。

原来做蒿子耙耙一点也不容易，我和妈妈整整忙了一上午才
做好。我悄悄地问妈妈：“您是什么时候学会做蒿子粑粑的？是谁教
您的？”妈妈笑着说：“我的宝贝什么时候喜欢吃，妈妈就什么时候
学会的。没有人教妈妈，妈妈是把自己逼会的。”“那您做的怎么这
么好吃啊？”“因为妈妈用心做的呀！”听了妈妈的话，我感觉到我的
鼻子里有股酸酸的东西。我连忙拿起一块蒿子耙耙放到妈妈手上，
对妈妈说：“妈妈，谢谢您！这第一块蒿子粑粑就请您吃吧！”妈妈扶
着我的头，喃喃的说：“我的宝贝长大了！”

一块小小的蒿子粑粑承载了妈妈对我的沉甸甸的爱，也承载
着我童年的美好回忆。 指导老师 程海燕

春，又迈着那轻盈的步伐，向我
们走来了，把我们身上略显笨重的
冬装，换上了线条较优美的春装，空
气中夹带着泥土的芬芳；听，小鸟迎
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在枝头上“叽叽
喳喳”的交流着，畅谈着，嬉闹着；
天，渐渐地暖和了，地，慢慢地湿润
了，一觉醒来，似乎有了春的气息。

早晨，听见“呼啦啦”“哗啦啦”
的风，吹打着门，是谁来敲门了？起
来一开门，“呼啦啦”一声，哟！是

“顽皮”的春风来了。这“顽皮鬼”轻
吻着我的脸庞，悄悄地拍打着我的
手，撩起了我的衣角，吹散我乌黑
的卷发，发丝儿缠绕我的脖子上痒
痒的。去！去！去！别吵我啦！

可它才不管这些，绕过我的身
旁，扑上桌子，“哗啦啦”地翻着我
的作业，又吹跑了我的书法练习
纸，这下子我生气了：“你再捣乱，

我可不理你了啊！小心我把你关在
房里，让你出不去了哦。”“顽皮”的
春风，似乎害怕了，一个“急”转身，
窜出了门，摇动着院子里的桂花，
弹拨着墙角的桃花树，又拂过田
野，还不忘拽一下干枯的小草，一
路欢歌：“春天来了，小草快发芽，
春天来了，果树快开花……”

远处，山爷爷穿着云，裹着雾，
似乎还在酣睡，“顽皮”的风儿冲了
上去，山爷爷，你别再偷懒了，我帮
你脱下袍儿，该醒醒啦！“呼啦啦，
哗啦啦”，她嘶扯着云，扒开了雾，
把阳光带到了广阔的田野上，带到

了炊烟缭绕的人间中……
山爷爷醒了，溪妹妹笑了，田野

乐了，村庄更秀丽了。小草也探出
了头，杜鹃花更是张开了笑脸，小
鱼儿又蹦出了水面，炊烟扭动着身
子，跳起了欢快的迎春舞……

“顽皮”的春风、和煦的春风，是
你唤醒了万物，到处都是一片春回
大地、鸟语花香、姹紫嫣红、春意盎
然的景象。你是报春的使者，你是
播撒希望的化身，你是送来温暖的
信使，你是斗寒的勇士，你是大自
然的神奇魔术师……

指导老师 储著先

上学路上，我伴着花的芳香，踏着歌的节拍，迎来我们自己的
节日——— 六一儿童节。

清晨，我们穿上整齐的校服，系上鲜艳的红领巾，迈着喜悦的
步子走进了校园，一进校门，整个校园都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看，我
们的国旗、队旗，还有各色的彩旗在校园里迎风飘荡，每个教室都
被小伙伴们布置得美美的，彩色气球、小灯笼、蝴蝶结……六月一
日，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欢呼、跳跃，庆祝这个美好的节
日。 指导老师 云芸

六一儿童节这天，我是多么的开心呀，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在蔚蓝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学校，校园里
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每一位同学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下午两点整，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学校报告厅参加庆
“六一”汇演。首先，由我们的校长讲话发言，接着才艺演出正式开
始了，才艺表演的节目可多了，有欢快动感的舞蹈，美妙动听的歌
曲，热血沸腾的武术，弘扬中国文化的书法秀，经典诵读……真是
精彩连连!

今年我也表演了节目———《永远的记忆》，是说唱与街舞的结
合，我们动作整齐划一，引得台下一片欢呼和掌声。最令我最难忘
的节目是朗诵《感恩》，同学们用朗诵表达对老师的感激和祝福。

“六一”的太阳，总是那么灿烂，“六一”的花朵，总是那么的芬
芳!我爱快乐的“六一”！ 指导老师 杨庆玲

我盼望已久的“六一”儿童节终于到了，这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为了庆祝六一，老师说我们可以带零食，带来班级和同学们相互

分享，有的同学还表演了节目，我和同学们一起分享零食可开心了。
这天，爸爸妈妈还给我准备了小礼物，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钢铁侠战甲，爸爸妈妈还带我去吃了“六一”大餐，我感谢爸爸妈妈
对我的爱。这是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指导老师 云芸

我们班的“小书虫”
小记者 郎若楠

“顽皮”的春风
小记者 叶梓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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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 朱烨

蒿子粑粑
小记者 孙志轩

我们的节日
小记者 张仲书

快乐的六一
小记者 耿亦铭

儿 童 节
小记者 高辰宇

我期待已久的“六一”儿童节终
于到来了。这天，我早早起了床，洗
漱完毕后立即奔向了大姨送我的礼
物。这份礼物是大姨给我的惊喜，大

姨说一定要在“六一”当天打开。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盒，一把

玩具冲锋枪映入我的眼帘，我激动不
已，大叫起来：“哇，真是太棒了！”我拿

出枪身和其他零件，快速组装好。玩具
枪整个身体是黑色的，而且很长，立起
来都快有我高了，下面还有个结实的
支撑架。我将枪架在桌子上，再把那串
玩具子弹安装上，打开开关开始发射。
子弹发射的速度很快，一颗颗子弹瞬
间都被我打在墙上，真是太刺激了！

我太喜欢这份礼物了，睡觉都
想抱着它呢，嘻嘻！

指导老师 朱成红

“六一”的礼物
小记者 王圣阳

儿童节到了，这天早晨我兴奋
地带上妈妈给我准备的零食，高高
兴兴地上学去。

到了学校，我赶紧放下书包，就
奔向报告厅。因为我要参加大合唱

《祖国有我》，到了报告厅，化妆师
开始给我化妆，画完妆后的我对着
镜子看了看，觉得自己真漂亮。

接下来就等待上台表演啦，终
于等到我们上台了，我和同学们整

齐地走上舞台，齐声歌唱。我们的歌
声铿锵有力，我和同学们配合得很
好。表演结束了，鼓掌声还萦绕在耳
边。回到班级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分

享了零食。
这个六一儿童节我过得很有意

义！
指导老师 安海玲

时间像奔流的河水，来到了属于
我们小孩子的节日——— 六一儿童节。

儿童节这天，学校为我们准备
了一些有趣的节目，同时这天也是

六年级的毕业典礼。
儿童节的演出正式开始了，首

先是无人机和一年级的舞蹈表演，
然后还有书法社团的节目和二年级

的快板表演等等，让我记忆深刻是
无人机和轮滑节目，因为我觉得他
们很酷炫，还有相声《吹牛》，我听
得津津有味。

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说唱表演
《永远的记忆》，他们不仅跳得好，
而且唱得也很不错。最后，以《梅花
小学的日子》这首歌大合唱结束今
天的表演，现场掌声雷动。

指导老师 云芸

这天上完舞蹈课的时候，我特别
想吃棉花糖，所以就对妈妈说“妈妈，
我下午能不能吃一个棉花糖？”妈妈
回答说“不行，因为棉花糖太甜了。”
听了妈妈的话后我还是很想吃，一直
在请求妈妈给我买棉花糖，最后妈妈
终于同意了。

下午的时候，妈妈带我去买了
一个大大的棉花糖。我看着手中的

棉花糖，直流口水，高兴得一蹦三尺
高，咬一口，甜甜的滋味让我非常开
心。我还让妈妈拍了照留念。

这次吃的美味棉花糖真是让我
难忘。

指导老师 孙业霞

每次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都
色泽鲜艳美味可口，看着颜值高又
营养的西红柿炒鸡蛋，我觉得做饭
应该很容易。于是,我决定让妈妈教
我做西红柿炒鸡蛋。

我第一次学做菜别提多高兴了，
妈妈先给我示范一遍。我在一旁睁大
了眼睛,生怕少看了一步，将每一步用
心地记下来。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大显
身手了，我学着妈妈的样子先洗好切
好西红柿，然后将鸡蛋打入碗中。打第
一个鸡蛋很成功,可第二个就不容易
了,只听“啪”的一声,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手一滑,鸡蛋掉到了地上——— 碎
了。妈妈走过来,对我说：“打鸡蛋要
稳，用力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刚
刚好。”听了妈妈的话,我信心满满地
把妈妈递来的鸡蛋打入碗中，这一次
成功了!接下来的鸡蛋打得顺当多了，

最后我将打好的鸡蛋用筷子搅拌，让
蛋清和蛋黄充分混合。
准备工作做好了，我就兴致勃勃

地起锅倒油，紧接着就倒入蛋液了，
可是蛋液并没有凝固而是出现了油
液分离的状态，我再用铲子翻炒，虽
然凝固了但却一坨一坨的不好看，我
倒入西红柿再翻炒，出锅时给原本金
黄的鸡蛋和鲜艳的西红柿化了一个

“烟熏妆”，我知道做失败了。妈妈再
一次的鼓励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我
看着妈妈期待的目光，我又重新做一
次。开火前我询问妈妈我失败的原

因，这次我改用中火，起锅烧油时没
有立马倒入蛋液，而是让油在锅内烧
了一会儿还提起油锅，让油均匀地铺
在锅壁上，然后顺着锅壁圆圈式倒入
蛋液，不一会儿蛋液就全凝固了而且
金黄金黄的十分诱人，铲出鸡蛋倒入
西红柿翻炒出汁再回倒炒好的鸡蛋，
加入盐，就可以装盘出锅了。

听着妈妈说：“你虽然是第一次
做菜，非常好吃。”我心想：只要努力
了就会成功，只要坚持了就能做到。
下一次我还要做。

指导老师 黄蕊

想着，念着，盼着！终于盼来了我们的节日——— 六一儿童
节。

早晨我起来穿上校服，戴上红领巾。迫不及待地带上准备
好的零食。一路上我感觉路边的花开得都更加的好看。

下午我们坐在教室里，看着学校的“六一”儿童节直播汇
演，演出的同学化着精致的妆，表演精彩的节目。我们一边看
着演出一边相互分享着美味的零食，可开心了。

“六一”是我们的节日，我爱这美好的一天！
指导老师 朱成红

我的“六一”
小记者 刘国轩

快乐的儿童节
小记者 杨雨欣

属于我们的一天
小记者 乔彦恺

棉花糖
李月瑶

学做西红柿炒鸡蛋
小记者 张安琪

六月是撒满阳光的；六月是鲜花
盛开的；六月是歌声荡漾的，六月是
五彩缤纷的；在这激情飞扬的季节
里，迎来了我们最爱的六一儿童节！

在和平年代我们拥有美好的生
活环境，我们茁壮成长，是祖国给了
我们安稳的生活条件，让我们能拥有
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在此我想呼吁

一下，希望那些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
有空多回家看看孩子陪伴孩子，孩子
的童年离不开父母的呵护与陪伴。
最后祝愿我们的祖国日益强

盛！我们茁壮成长将来报效祖国，我
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明天的建设
离不开我们。愿每一个儿童节节日
快乐，我们要充满阳光去迎接生活
和学习中的每一个挑战！

指导老师 李万丽

儿童节的心愿
小记者 管鹏予

如果所有椅子都变成一个大椅子，
这个椅子一定比楼房还大。
如果所有的长颈鹿变成一只大长颈鹿，
这只长颈鹿一定比云飘得都高。
如果所有的零食变成一袋大零食，
这袋零食一定能把城市盖住。
如果所有的橡皮变成一块大橡皮，
这块橡皮一定比砖头还大。
如果所有的家庭变成一个大家庭，
那就是我们温暖的地球。 指导老师 俞燚

如 果
小记者 訾筱莜

小记者 杨馨蕊/绘

小记者 罗心妤/绘

小记者 李纯峥/绘

小记者 刘国轩/绘 指导老师 朱成红

行山河路 寻文化梦
小记者 周诗琪

河南有红旗渠，安徽有淠史杭。近百
万江淮儿女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建设了
堪称奇迹的“人间天河”。

一下车，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红蓝相衬
的仿古建筑物，共五层，“淠史杭”是淠河、
史河、杭埠河的总称。如今，全国各地游客
纷至沓来。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

接着，我们来到充满书香气息的六安
一中。一进校园，每栋楼错落有致，古朴典
雅，周边小桥流水，芳草凄凄，如同园林般

清幽。多座名人雕像点缀其中。高一的三
名学子在毛泽东雕像前为我们介绍。高一

到高三的教学楼分别以当地著名的古代
书院——— 赓飚书院、武陟书院、龙津书院
命名，散发着浓浓的学习氛围，彰显了百
年名校的悠久历史。我们来到皋陶图书
馆，这里的每个角落，都蕴含着文化的力
量。舒适的座椅，明亮的灯光。沉下心来，
读一本好书。这或许就是中学生活最美的
模样。

科 教 兴 国
小记者 马志诚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科技是贯穿始终的不竭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神舟系列飞船升
天；杂交水稻解决中国人民粮食匮乏问题；
南仁东一生坚守、屠呦呦永不放弃，中国科
技弯道超车，跃居世界前列，我们国家的科
技发展，离不开前辈的努力奋斗。

科教兴国，吾辈之担当。挪威戏剧家易卜
生说过：“社会如同一条船，每个人都要做好

掌舵的准备。”而我们要做的，则是要做好接
力，传承科学兴国之使命。先辈们已为我们迈

出了很多重要的一步，“两弹一星”的成就，中
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嫦娥”发射器首次到
了月球背面，在航天事业取得巨大进展；2021
年，我国发射了两个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火
星，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重要、关键的一步。

百年中国梦，让我们砥砺前行，百年
科学兴国梦，是吾辈之使命，吾辈之担
当。 指导老师 李兴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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