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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美好时光”相册

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五（4）班 邹瑾萱
指导老师 邹红梅

我有一本心爱的成长相
册。它的封面是粉色的，正中
用金色的字体写着“美好时
光”。这是十岁时，妈妈送给我
的礼物。

相册里有我每次过生日时
的照片，有妈妈带我去各地名
胜古迹旅游的留影，有我参加
校内外活动的精彩瞬间……相
册里的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妈
妈的笔迹，有的是记录拍摄照
片时的背景，有的是对我成长
的期许。每一次翻看，我都感
动于爸妈对我满满的爱。妈妈
送我这本相册的时候，还写了
一封长信给我，她说，我已经十
岁了，会像小鸟一样慢慢地飞
离她宽大温暖的怀抱。她还
说，我应该慢慢学会约束自己，
因为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超强
的自律能力。让我热泪盈眶的
是妈妈的那句“只要你尽了自
己最大的努力，无论结果如何，
我和爸爸都永远在你身后”。

读完这封信，我泪流满面，
我很感恩妈妈对我的谆谆教
诲，她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
师。我爱我的妈妈！

会72变的我
阜宁县益林中心小学
二（5）班 朱子骁
指导老师 刘广琴

你知道吗？我会七十二
变。

早上，我会变成一只大公
鸡。六点还没到，我就起床了，
下楼时“啪哒啪哒”的拖鞋声，
刷牙时“咕噜噜”的漱口声，洗
脸时“哗啦啦”的水流声，让人
想不起床都难，所以家里人都
叫我“大公鸡”。

中午，我就变成一条“小
狗”。妈妈总说我是肉食动物，
只要是肉，我通通来者不拒，而
且最喜欢的是啃骨头，所以妈
妈常说我是“小狗投的胎”。

到了晚上，我又会变成一
只“夜猫子”，能熬到晚上11点
多。妈妈总哄我说，小孩子晚
上不睡觉，会长不高。可我就
是不听，最后总是要妈妈发火，
没收了手机或书，关了灯，我才
肯乖乖睡觉。

我还会变更多呢，你想知
道的话，就快来和我做朋友吧！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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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小讲堂

滨海县实验小学新建南路校区
三（10）班 蒯俊豪
指导老师 孙明兰

敬爱的太爷爷：
我是您的重孙女，今年8周岁了。在我出生的前几年，您离开了大家，但是太奶奶还是常

常说起您，用您过去的事情教育着我们。如果您还在，今年 9月 22日就是您 100周岁生日了。
大家都很怀念您，我想写封信给您，和您说说心里话。

妈妈说，您特别叮嘱她，以后无论在什么处境中，一定要“永远跟党走”。妈妈说，当时她不
明白您为什么将这样一句大道理作为对亲人最后的交代。直到那一次，太奶奶从橱柜里翻出

珍藏的“宝贝”，和我们讲起这些“宝贝”背后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那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60周年纪念章”，太奶奶告诉我，您参加过抗日战争，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子弹打飞了您的帽

子……听到这，我的心里一惊，那真是太危险了。
“我们现在幸福安定的生活，是太爷爷和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太爷爷始终保持内

心对党最坚定最忠诚的信念，妈妈说，那是因为太爷爷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党的事业之中，坚
决听党话、跟党走。

太爷爷，我们现在进入了新时代，家乡南通的地铁开通了，北沿江高铁也开始建设了，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这个城市里，快乐地奔跑、学习、成长。如果您能够看到
这一切，一定会很开心，您和您的战友浴血奋战换来的生活越来越好！最近，我们在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在接续奋斗中，我们的生活还会更加美好。
一年级时，我就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现在的我三年级了。太爷爷，您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沿着您的足迹，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向
着党旗指引的方向前进。

王邓维骐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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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三（11）班 王邓维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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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六（8）班 武逸霏

指导老师 张淑君

中午，学校食堂飘出阵
阵饭香。

刚走进餐厅，班里的“大
胃王”汪同学就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飞奔向自己的座位。只
听“砰”的一声，小汪屁股还没
坐稳，便一把掀开盖子，迫不及
待地抓起筷子，快速夹起大块饭
菜，往口中使劲塞，仿佛已饿了
三天三夜，生怕这些美食被人抢
走似的。接着，他又顺手拿起餐
盒里的勺子，往饭堆中一插、一拨，
再往嘴里一送，一大团白花花的米
饭一下子落入他的肚中。他又拎起
盘中的鸡腿，左一口，右一口，腮帮子
成了两个圆滚滚的肉球。最后，他一
把端起汤碗，一饮而尽。这还没结束，
他又如反弹的弹珠般冲向了添饭处
……

再转头望望旁边的周同学，只见她
拿着筷子，不停翻看着盘中的菜，眉头皱

成了“川”字。接着她淡淡地叹了口
气，不疾不徐地夹起一块鸡肉，用手托
着筷子小心翼翼送入嘴中，细嚼慢
咽。接着又夹起几片青菜，凑近嘴，慢
悠悠地送了进去。再双手捧起汤碗，
轻轻地抿了一口，接着又拿起纸巾认
真擦了下嘴。

小汪前面的小峥同学，还是一如
既往的话多。他一边手忙脚乱地把饭
菜塞进嘴里，一边与旁边的同学喋喋
不休。他转过半个身子，一只手夹起
一堆青菜，转过头凑向餐盘，可眼睛还
盯着旁边同学，手舞足蹈地讲着趣
事。估计他讲得口干舌燥了，“咕噜咕
噜”地喝了口汤，可还没完全下肚，就
迫不及待地张口说话，因此被呛了好
几下。

“武逸霏，你在想什么？饭都不吃
了？”班主任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哈哈！同学们吃饭的样子真有趣。我
看着看着，竟然忘记了自己也得吃饭呢。

走进家乡山联村，北望
顾山葱郁，村内河网密布，好一幅自然和
谐的生态长卷。

午后，秋高气爽，迎着和煦的秋风，我们一家伴着
朋友一家，领略家乡的秋日风光。

山联村山前嘉园那条香樟小道，路两旁种植着茂
密香樟树，树枝到了顶端向中间合拢，似一个天然的绿
色隧道。

阳光下，婆娑的树影，来往的路人，形成一道美丽
的乡村风光。小道两边是五彩缤纷的菊花展，有墨牡
丹、白牡丹、瑶台玉凤等多个品种，有的含苞待放，有的
竞相盛开，绚丽多彩，千姿百态。漫步林间，阵阵清香
扑鼻，令人心情舒畅！

放慢脚步，欣赏乡村风光，不知不觉我们步入田
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处遍布金黄色的菊花。“赏菊
山联村，悠然见顾山”，仿佛当年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
源就在我们眼前。

“孩子们，咱们也来采菊花，可好？”爸爸的一声召
唤，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一瞧，好多阿婆、阿姨们正
在娴熟地采摘菊花。在一位阿姨的示范下，我和好朋
友开始动手了。我们选择那些花形较完整、花瓣较紧
实、已没有绿芯的饱满的菊花，一手扶着菊花的茎，一
手顺着菊花蒂头，两只手指轻轻一带，就把它完整地采
下了。一朵、两朵……一会儿，重重叠叠的新鲜的菊花
躺在了筐里，而我的额头上沁出了密密的汗，双脚也开
始发麻，真不敢想象，阿婆、阿姨她们那么长时间是怎

么坚持下来的？爸爸看看我，微笑着向我点点头。看到大
家都在坚持，我调整了一下身姿，继续“工作”起来。

当我们把满满一筐菊花送到车旁，阿姨们竖起了大拇
指，连声说：“谢谢！谢谢！”我的心里美滋滋的，丰收的喜悦
占据了我的心。好朋友脸上也露出了微笑，我们充满了收
获的幸福感。

夕阳西下，我们沐着晚霞、哼着歌，走在有“中国最美乡
村”美誉的山联村的山路上。

我的奶奶是甪直水乡服饰和打连厢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一开始，是因为在奶奶缝制水乡服饰
时，我也想亲手试一试。奶奶拿来一小块布
料向我演示：如何把针穿过布料，如何缝线，
如何缝成笔直的一条线，如何打结……不一
会儿，布上就展现出一道直线。奶奶把线抽
出来，递给我，叫我自己练练看。我兴奋地
接过针线，一手撑开布料，另一只手迫不及
待地把针穿过布料，仔仔细细地缝着。过了
好久，可算是缝完了，但看看自己的劳动成
果，我缝的线就像小鸡在纸上爬过的脚印一
样。我赶忙又把线抽出来，重新练了好几遍。

做连厢棒，那可是“大阵仗”啊！爷爷戴
着手套，用锯子把过长的竹棒子锯短，再在
连厢棒两端掏洞，给棒子上添点红绿相间的
条纹——以前都是用油漆画，但味道重、耗
时长，现在换成了红色、绿色的强力胶带。
在打洞的位置还要穿上铁丝，装上可以发出
响声的铁环，这个铁环其实有三层，第一层
是一枚啤酒瓶盖，第二层是小铁环，第三层
又是一枚瓶盖。小时候，外出看到啤酒瓶
盖，我就立马拾起来，回去交给爷爷。现在
已经不用瓶盖，换成了一对银色的迷你的
锣，小锣看起来更美观，打起来声音也更悦
耳。我还学到了一个技艺：系穗子。把穗子
在系的位置绕几圈，系一个死结，注意一定
要系紧，否则松开或是掉了，比赛时是要扣
分的。

穿着水乡服饰打连厢是我最向往的。
在我 5岁时，第一次登上舞台和奶奶一起打
连厢。开始时，奶奶耐心细致地一个动作、
一个脚步地教我，我学得也快。后来，爷爷
干脆亲手给我做了一根独一无二的连厢棒
——用一根长80厘米的塑料管做成的，拿在
手里很轻。我非常喜欢这根连厢棒，甚至睡
觉都要抱着。上学后，我参加了学校的“小
金班连厢队”，在报告厅的舞台上表演了许
多次；利用接受采访的机会，我向更多人宣
传打连厢；我还教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和
小妹妹们打连厢呢……

我要像奶奶一样，做甪直连厢非遗传承
人，不管是缝制水乡服饰，还是制作连厢棒，
或是打连厢……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学
成。我立志将家乡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开
来。

童真童趣

学子心声

快乐书画

我有一个航天梦 （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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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育一方文化。苏州甪直
水乡妇女服饰和打连厢活动是甪直地区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苏
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于是乎，一批非遗传承人应运而生，小作者的奶奶就是
其中之一；于是乎，学校开设了传承课，组建了“小金班连厢
队”，学生们穿起拼接衫，打起连厢来。耳濡目染中，小作者
李婧希萌生了非遗传承梦。

看到奶奶身穿水乡服饰，手握连厢棒，时而敲击四肢，
时而击打地面，时而与他人对敲，小作者羡慕极了，央求奶
奶教她打连厢。李婧希同学爱上了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连厢，跟着奶奶在村口广场练习，再到文化园舞台比赛，赢
得了“民间连厢舞比赛”一等奖。从此，她对水乡服饰和打
连厢的热情更高了，从学校的文艺表演，到苏州广电的宣传
活动，到处可以见到她的身影。当甪直非遗传承活动开始
时，她成了一名小小传承人，在学校第四次少代会上，李婧
希穿上甪直水乡服饰，向大家展示被称为“江南少数民族”
的非遗文化——水乡服饰。她不仅会打连厢，还会制作连
厢棒、做青团子、缝制水乡服饰、编制蒲鞋……是个心灵手
巧的孩子。

正是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这样的切身体验，所以小作
者在文中把缝制水乡服饰、制作连厢棒、学
打连厢写得如此细腻生动。每一针、每
一线、每一个舞步都凝结着小作者对
家乡非遗甪直连厢的诸多热爱与
付出。
——点评老师 孙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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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观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他毕生致力于航
空发动机设计技术、试验设备建设等工作，创造了新中国多个

“第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逾山越海，漫漫求学路

从零起步，打造航空工业基础

自主研发，六十载不懈坚持

常州市武进区政平小学六（2）班 贾衒燊 指导老师 李 林

“立根原在破岩中”

百里之才：一代名相 知人善任 刘玉凯
秦铜车马

抗日战争时期，吴大观从长沙经越南辗转至
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机械系学习。求学期间，他目
睹日军战机将百姓的家园变成焦土，萌生出强烈
的“航空救国”愿望，毅然从机械系转到航空系。

1942年大学毕业后，吴大观选择到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
厂工作。工作中他认识到，要想发展中国的航空
工业绝不能闭门造车，要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技
术。1944年10月，吴大观被派往美国接受发动机

制造方面的专业技术培训。他
乘军用飞机沿驼峰航线穿过喜马拉雅
山到达巴基斯坦，又在军舰的护卫下，从印度乘
船经过日军控制的南太平洋到澳大利亚……克服无数艰
险后，他终于到达美国，开始学习先进的航空科技知
识。在美国期间，吴大观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不
仅系统学习和掌握了活塞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还
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发动机，并专攻齿轮加
工技术。

1947年，吴大观学成回国。他对国民党的腐
败统治感到失望，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1948
年他带着家人来到了解放区，并受到聂荣臻元帅
的接见。

1949年11月，吴大观承担起筹建新中国航空
工业的重任。新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一切从零起
步，面对国家资金短缺、国外技术封锁、技术力量
薄弱等重重困难，吴大观千方百计克服阻碍，带领
年轻的发动机设计队伍，开始了自力更生研制发
动机的奋斗历程。

吴大观在沈阳筹备组建新中国
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并在毫

无设计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完成了我国第一
台喷气教练机发动机的研制并试飞成功。吴
大观深深体会到，研制先进发动机必须有先
进的试验手段。他提出要建设航空发动机
试验基地，同时边做科学研究边搞基础设
施建设，不遗余力地推进型号研制和基础
条件建设。他主持建立了航空发动机研
制第一套有效的规章制度，制定了比较
完整的发动机设计、试验标准“八大本”，
领导建立了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
军标，为研制可靠、管用的发动机提供了
技术基础。

1958 年 5 月，我国第一台
喷气发动机喷发-1A 试制成
功，并通过了 20 小时的试机运
行，这台发动机被安装在“歼教-
1”型飞机上并试飞成功。喷发-

1A的研制成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
人 是 可 以 造 飞 机 和 发 动 机 的 。

1959 年 9 月，吴大观设计并试制的
红旗 2号喷气发动机成功试机运行，

为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献上了一
份厚礼。之后，1969年涡喷７

甲发动机试制成功，1971
年我国第一型涡轮风

扇发动机—涡扇５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8年，我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
机—涡扇６发动机试制成功。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界主张引进国外
成熟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大，但吴大观坚持
要自主研发。“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自主研制
飞机发动机的道路，否则我们在技术上将永远
受制于人。我们要制造有‘中国心’的发动机！”
1985年，在吴大观与其他８位专家的竭力争取下，

“太行”发动机（涡扇 10）成功立项。到 2005年，“太
行”发动机终于研制成功，我国第三代发动机由此诞
生，我国航空事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吴大观为我国航
空事业的发展蹚出了一条科学之路。

我国秦汉时期实行的是郡县
制，大约百里左右的地域设县级建
制，但可根据人口的稠密情况灵活
掌握。后来此法被各朝各代沿
用。于是人们习惯用“百里”称呼
县，县令也称为“百里侯”“百里之
才”。县令一般由得到举荐或者在
科场考取功名的人担任，尽管有管
理才能，但能力不一定很强。

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蜀
书》：蜀国的一个县令蒋琬，起初随
刘备入蜀时，被任命为广都长，后
因为终日醉酒不理政事激怒刘备，
差点招来杀身之祸。诸葛亮认为
此人有办事能力，向刘备推荐说：

“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
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蒋琬因而免

于一死，并被重新起用。诸葛亮对
之悉心培养，并认为他可以成为自
己的接班人。诸葛亮死后，蒋琬主
政，总揽蜀汉军朝。正如诸葛亮所
说，他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诸葛亮知人善任，知道人才只
有在最适合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
因而他被誉为一代名相。（本栏目
由中华成语研究会协办）

中国传统书画中，竹、石往往
是绝配，就如郑板桥《竹石》一诗中
写的那样，“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
原在破岩中”。这也许是为了造型
更独特，也许是为了更富寓意。

我家东墙角边上有一大堆乱
石，每年的四五月份，经常能看到
一棵棵竹笋从坚硬的石头缝中冒
出头来。可以想像，为了这一刻，

竹子深埋地下积蓄了多少力量！
而自从冒出头后，它们便能尽情地
享受阳光的照射和雨露的滋养，越
长越高，越长越壮，即使遭遇狂风
暴雨，它们依然碧绿坚挺。

生活中，很多人就像这些竹
子，如医护人员、消防员、民警、解
放军战士……每一次紧急的情况
中都藏着难以预料的风险，但他们

却像破岩而出的竹子一般绝不退
缩，一次次创造着奇迹。

我们的学习也是这样。只有
勇于面对问题，努力战胜困难，才
能收获更多的知识。我们也应该
拥有“破岩”的勇气，才能迎来明媚
的阳光与美丽的彩虹。这也许正
是竹、石相配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寓
意吧。

秦铜车马是一件出土于秦始皇陵的青铜器，也是中国考古史上
出土型制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
铜之冠”。秦铜车马现收藏于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首批禁止出
国（境）展览的文物。

秦铜车马一组两乘，原型是秦始皇出巡乘舆，其结构复杂，细节
表现清晰、逼真，冶金铸造技术高超，是青铜器发展和青铜文化积累
的结果，也是青铜文化的集大成者。铜车马穿金戴银，雍容华贵，通
体彩绘，以白色为底，以红、紫、蓝、绿、
黑等色为辅助，花纹色彩斑斓，经过
专家的精心修复后，更焕发出令世
人瞩目的光彩，是秦代最具代表
性的艺术品。

动力一词，本来是个物理学术语，意指
让机械作功的各种作用力，而世人更多使用

的是它的比喻义，泛指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推
动力量。

动力非常重要，这是人所共知的。飞机没
有动力不能飞上天空，轮船没有动力不能驶出港
口，哪怕是自行车，双腿不蹬，它也不会前行。

动力来自于需求。人生于世，有着种种需
求：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理想
的需求……有需求，就产生了动力。

当然，需求是受限于格局的。譬如挣钱的动
力，有人是为了赡养父母、抚养子女，让家人丰衣
足食，安居乐业；有人是为了反哺社会，报效国
家；也有人是因为贪婪无度，欲壑难填……又譬
如学习的动力，有人是为了不辜负双亲的厚望，
有人是为了向同学亲友夸耀，有人是为了中华
之崛起。建国初期，许多海外学子排除千难
万阻毅然归国，就缘于他们的强国之心、报国
之志……可见动力名虽一致，境界却有高
低之分，甚至霄壤之别。

缘于崇高的理想而产生的动力，才
是最可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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