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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海边游记

苏州高新区金色小学校
三（3）班 胡明珲
指导老师 杨丽红

前不久，我和爸爸妈妈乘
坐复兴号动车来到福建宁德游
玩。

入住海边民宿后，我们迫
不及待地奔向沙滩，大海无边
无际，远处有几座小岛，真想上
去探险啊！我站在海边，海浪
一排接一排地扑过来，我在海
浪里飞奔，肆意地欢叫着。海
水冲进我的嘴里，呀，好咸呀！
正当我玩得起劲的时候，老爸
开来了一辆沙滩车，要带我一
起去兜风。在海风的助力下，
我感觉自己仿佛要飞起来了。

第二天，我们坐着渔船出
海。还没到目的地，就看见一
只海老鼠被一条大黄狗追着，
真是应了那句“狗拿耗子，多管
闲事”，看得我们哈哈大笑。坐
上船之后，吹着海风，看着蓝天
白云，真是太惬意了！

我喜欢大海，它是那样地
美丽壮阔，有机会我一定要再
来。

温柔的嗓音
南通市高新区小学
三（1）班 冯奕涵
指导老师 姚桂萍

王娟老师是我一二年级时
的班主任，她的声音如涓涓泉
水般温柔，沁人心脾，让我很有
安全感，我很敬爱王老师。

记得刚刚踏入小学大门
时，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紧
张的学习任务，这一切都让我
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每当
我情绪低落、不安的时候，王老
师总能及时发现，并给予我鼓
励。她像妈妈一样，用温柔的
嗓音让我平静下来。

一次上学途中，我摔了一
个大跟头，处理完伤口，到学校
已经迟到了，王老师安慰我说：

“没关系，身体要紧。”说完，她
叮嘱全班同学课间要多关心
我、帮助我。她温柔的嗓音就
像是冬日里的暖阳让我感到很
温暖。

虽然现在王老师不再教我
了，但是她温柔的嗓音一直珍
藏在我的心底，成为我努力学
习的动力。

对了，告诉你们一个小秘
密哦，现在教我们的姚老师也
和王老师一样，拥有温柔的嗓
音呢！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富强强 民民主主 文文明明 和和谐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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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小讲堂

学以致用

李保国是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也是我国知名的经济林专家、
山区治理专家。他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力作为、无私奉献，始终
奋战在科技兴农、扶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的第一线，在服务人民中实
现自身价值，被誉为“太行山愚公”。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李保国“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2019
年9月25日，他又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最见不得老百姓穷

李保国出生在新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的年
代，他很早就懂得太行山区农民的无助和无奈：
连续的干旱会让麦苗一天天枯萎，一场大雨又
会让全年的收成化为泡影。在考取河北林业专
业学校后，李保国认识到，只有治理好太行山的
水土流失，农民才会有更好的收成。

1983年 3月，李保国响应河北省“开发太行
山”的号召，作为第一批知识分子进入缺水少
土、一贫如洗的小山村，准备在这里挥洒自己的
热血。“我来晚了！”看着村里贫瘠的土地和干枯

的果树，李保国感到深深的自责。
“井陉核桃”“曲阳核桃”“洛阳高核桃”“平山苹

果”“宁夏苹果”，打开李保国手机通讯录，看到的是
这样的命名，还有其他三百多个不同的名字。这些
都是来求助李保国的素不相识的农民，李保国将他
们的电话存入通讯录，以便随时指导。

李保国始终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孩子，他最见不
得的事，就是老百姓生活穷困。许多乡镇、村庄都
留下了他奔忙的身影，也见证了这位林业专家的责
任和担当。

让技术长在泥土里

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

泰兴市襟江小学五（1）班 谢欣宇 指导老师 吴宏祥

厚德载物 明德弘道

刘玉凯 舞龙灯

责任编辑：李 彤 美编：于 寒 邮箱：zbwhss@163.com

李
保
国

李
保
国
：：

太
行
山

太
行
山
﹃﹃
新
愚
公

新
愚
公
﹄﹄当村民们听说这个新来的干部要搞什么

“科学种植”时，第一反应都是反对。在这片水
土流失极其严重的土地上，村民世世代代都在
石头缝里刨生活，想要在山上栽果树，无疑是天
方夜谭。

李保国不这样认为，他决定从板栗树
和苹果树入手，一步步摸索如何在山上栽
树。他借来大量专业书籍，石板屋中、煤
油灯下，漫漫长夜里，一点点摸索着大山
的脾气，决心开发出适合太行山地区的
板栗和苹果栽培技术。

有了丰富的理论储备，是时候对村
里种植的树木进行改革了。李保国采

用双枝更新法：每年砍去一些老树枝，促进新树
枝的萌发，达到果树逐年更新的效果。村民担
心李保国会毁掉自己的果树，担心这个城里人
半途而废，于是李保国提出由自己承担所有
亏损。当年九月，李保国负责的果树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收成，金灿灿的果实点燃了村民
致富的热情。

只有这点成就可不够，想要果树产量高，
离不开土壤肥力的保持，李保国想到了小流
域综合治理的办法。从此，清晨的大山上、沟
壑间，多了一个用脚丈量土地的人。一段时
间后，槽型梯田开凿出来，彻底打破了太行山
水土流失的怪圈。

返老还童：老添童心增活力

在带领农村致富的同时，李保
国还承担了河北农业大学的教学任
务，白天上山下地，晚上修改论文。
据一个博士生回忆，他在傍晚五六点

将论文发到李老师的邮箱，凌晨四点
就收到了修改意见。而那一晚，李保国

还批改了另外两个学生的论文。每一个
研究生入学之前，李保国都会给他们制定

严格的三年学习任务，并且随时抽查，谁没有
按时完成，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不仅是对自己的学生，李保
国也将自己的知识无条件传授给
农民，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变
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他的足迹
踏遍太行山区，经他直接帮扶的村庄
有三四十个，间接带动发展起来的村庄
上百个，受益群众达10万多人。他淡泊名
利、坦荡无私，不图回报、不计得失，既不拿
农民给的报酬，也不持企业奖的股份，保持了
共产党人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找到青
春永驻、返老还童的方法。比如，秦
始皇派人四处求仙问道，寻觅不老仙
丹；雍正皇帝访求术士，炼制丹药；西
方人探寻青春之泉；《三国演义》还记
载了所谓可以返老还童的“秘方”。

成语“返老还童”原本说的是道
家传说的“却老术”，实际上是一种所
谓的以自己的唾液和呼吸养生的方

法。对此今人应科学地加以理解，取
其理而不必取其法，更不必坐实。“返
老还童”一词表面是形容老年人恢复
青春，实际说的是恢复健康和活力的
意思。

道家注重内外兼修，不仅在外形
讲究“返老还童”，还非常讲求内心的
修炼。《道德经》中说，人只要不远离
一般的道德习惯，就能够保持童心，

具有婴儿般的天真质朴，而“婴儿”无
疑是人性质朴的象征。理解了这些，
就能很好地把握老子“道”的核心，从
而贯通道家的理想本质。

由此说来，人们健身也不是为了
变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无知，而是要像
年轻人一样有生命活力。

（根据商务印书馆《成语密码》改
编）

北宋文学家苏轼为人正直，不肯
迎合当权者。他一生五次被贬，但豁
达从容，面对挫折，他没有怨天尤
人。每到一处，他主持兴修水利工
程、开垦荒地，同时写下了一首又一
首名诗佳作。“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
望，射天狼”是他爱国雄心的写照；

“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
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镇定自若的

英雄形象，也只有他的胸襟，才能写
出如此洒脱、奔放的词句；“左牵黄，
右擎苍”，仅仅六个字，就让人仿佛窥
见苏轼豪迈的身影。

苏轼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
活困境。被贬到哪里，他就为哪里的
百姓谋福利，深受百姓的爱戴。苏轼
最后一次被贬到“南无再南”的海南
儋州，当时那里被称为蛮荒之地。可

是苏轼并没有被艰苦的生活所吓倒，
反而以豁达乐观的精神，把儋州当成
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办学堂，
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拜苏
轼为师。

以宽厚深广的度量和德性承载
天下万物，积极主动地循大道而行，
苏轼的一生确实担得起“厚德载物，
明德弘道”的评价。

舞龙灯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
它起源于古代的巫术崇拜和对自然力量的祈祷，后来逐渐演变为
一种庆祝和祈福的民间活动。舞龙灯通常由一条长长的龙形灯笼
和一群舞者组成，舞者们手持竹竿，协同配合，将灯笼高高举起，灵

活地表演出龙的起伏动作。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

征着水神和雨神，舞龙灯的
表演寓意着祈望来年风调雨
顺，农作物获得大丰收，同时
也寓意着家庭、社会都幸福
繁荣。传统认为龙具有神奇
的力量，可以吞噬邪恶并驱
散不祥之气。舞龙灯表演
中，舞者们手持龙形灯笼摆
动、跳跃，以此象征驱除恶
灵，保护人们免受灾害和疾
病的侵袭。

舞龙灯表演常常出现在
节日、庆典或重要活动中，为
人们营造喜庆和欢乐的氛
围，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展
现和传承。

学以致用，就是将平时学到的知识、
技术、艺能等，运用到生活、生产、创造等实

践中去。
学是用的前提。没有丰厚的学养，没有

精湛的技术，没有高超的艺能，就别想有所发
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书到用时方恨少”，
道破了学的重要。没有学，何以用？一个人能
有多高的成就，决定于他有多大的投入。这个
投入，就是一个字：学！

用是学的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学到的东西，需要用来检验，需要用
来完善，需要用来发展。学而不用，读了再多的
书，肚子里装有再多知识，也只能成为“两脚书
橱”。技术需要在使用中修正、创新，艺能需要
在运用中熟练、完善。

学与用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学些什
么，用在何处，则是由一个人的三观决定的。
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完善自我，服务民
众，造福社会，报效国家，这是学的动力，也

是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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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盐城实验学校

九（1）班
孙 萌

指导老师 程国斌

读完梓希的作文，我的眼里满是泪
水。小作者笔下的奶奶又何止是她一个
人的奶奶，“早早地等在幼儿园门口翘首期
盼；生病的夜晚，倒水、擦背、量体温、喂药
……”天下所有的奶奶不都是这样吗？最打
动我的是，奶奶对孙辈的爱，小小的梓希都
记在心里、融入文字中！所以梓希希望能像
奶奶照顾自己一样，“给她夹饺子，帮她洗头
发，给她讲故事……”

梓希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学《卖火
柴的小女孩》，她会默默地流泪；读《在牛肚
子里的旅行》，她仿佛就是那只被牛卷进嘴
里的小蟋蟀，充满紧张与绝望。但这样一个
心思细腻的孩子，周围人却不理解她，为什
么每天整理书包放学时，都要拉着同学聊
天；也不理解她受到老师小小的表扬就高兴
得手舞足蹈；更不理解她受了一点点挫折就

大哭不止，谁也劝不住。读了这篇作文，我
心里有了答案。梓希对家乡有多留恋，对奶
奶有多不舍，对别离有多伤感，回到南通上
学就有多孤独，为人处事就有多敏感。这个
孩子需要老师、家长、同学们多一份理解，多
一点关爱，多一些拥抱！

梓希妈妈告诉我，“原以为把孩子转到
距离我工作近的地方上学，可以照顾多一
点，谁知出差仍然那么多，跟她聚少离多”；

梓希爸爸说，“扪心自问，我们还真的不理解
孩子。看来以后不能只顾工作，要多带孩子
回老家看看，不只是为了孩子，也为了我们
自己的父亲母亲……”

感谢梓希的真情流露，带来的不仅有感
动，还有周围人的思考与改变！

——点评老师 姚桂萍

常州市武进区星韵学校五（11）班 鲁珈龄

指导老师 翁小玉

秋高气爽，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和我去
爬山。一开始，因为路好走，我觉得很轻
松，哼着小曲儿，数着台阶，冲在最前
面。走了一段路，发现前面出现了岔路，
我们抱着挑战困难的心理，毅然选择了
那条没有台阶的小路。

一路上虽然绿树成荫，但是我们的
汗水依旧流个不停，顺着我的额头流进
眼角，我的眼睛又酸又痛。看着哥哥大
步走在前面，我用手将汗水一抹，坚持
着跟上去。

山路越走越难，前面是一段陡峭
的山路，全靠拴在树上的一根根粗绳
子上下。我紧紧抓着绳子，一步一步
艰难地向上攀。突然，我脚下一滑，差
点摔了一跤，幸好有爸爸在我后面，他
的大手稳稳地托住了我。

历经千辛万苦，我们到达了这座
山的山顶。我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了，
可是当我抬眼一看，发现前面还有一座
更高的山。我问爸爸：“爸爸，那座山也
要爬吗？我已经很累了！”爸爸笑着说：

“当然要爬！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
一下。”

我坐在山顶的岩石上，无意间发
现，我们刚刚走过的路，与蔚蓝的天空

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画面。
休息了片刻，我们继续前进，朝

着更高的山峰攀登！

江苏省苏苑实验小学
二（4）班 沈晨熙
指导老师 顾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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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录

下午 3 点 35 分，下课铃准时响起，随
之而来的是我们的“噩梦”——有节拍的
鼓声、婉转的笛乐，听起来格外恐怖。“快
点出来整队，去操场跑操！”张老师站在教
室门口喊道。“怎么又要跑操啊？”“为什么
今天没有下雨？！”“每天都要跑，好痛
苦！”……我们哀叫连天，“戏精们”的展示
随之上演！

操场旁整整齐齐站了一排人。老师无
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吧，今天又怎么了？”
一个同学率先回答：“老师，我刚才下楼梯
时把脚扭了，现在一动就疼。”一边说一边
将自己的脚动了动，突然，好像碰到伤处，
发出“嘶”的惨叫，“表演”活灵活现。

“好吧，这算个不错的理由。那你呢？”
被老师提到的那个同学回过神，可能

在想“哎，脚扭到的理由被他先截去了，我
该用个什么理由呢？”突然，他面露痛苦之
色：“老师，我、我肚子疼，估计是受凉了，
我现在想去上个厕所，可以吗？”老师的神
情仿佛在说“真服了你了”，但也只能点点
头。那位同学像接到了“尚方宝剑”，迅速
逃离操场。接下来的理由五花八门，像什
么体育课拉伤了、咳嗽很严重、作业没完
成……反正就是很离谱，但仔细一想又很
合理，老师都一一通过了。瞧，“戏精们”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露出一抹得意的微
笑。

当跑操开始时，人群中夹杂着怨言：
“那些人真是的，一周病三回。”“就是偷
懒！”

当跑操结束时，听到同学间相互鼓励：
“哇！好厉害啊！三圈跑下来，脸不红，气
不喘！”“真的是太有实力了！”“跑出豪气、
底气、霸气和勇气！”果然，“舆论的力量”超
乎想象，渐渐地，参与跑操的同学越来越
多，“戏精”越来越少。

整齐的脚步声在校园上空回荡，每一
个朝气蓬勃的身影奔跑在阳光下，挥洒着
属于青春的汗水，仿佛在用行动宣誓，要
做“阳光、优雅、进取、坚持”的新时代好少
年！

童真童趣

缤纷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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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紫石中学

八（14）班 吴思演
指导老师 崔益林

我生活在这座小城，已有 14
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小城见证
了我一天天长大，我也很幸运地拥
有着这座小城的小城故事。

我爱小城，不会错过每一个值得
热爱的日子。

小城的早晨，总是被早餐店和唱
戏声唤醒。

早早的，我就喜欢搬个小板凳，
坐在院子里，听马路对面公园里爷爷奶
奶们唱戏。虽然距离我有点远，但依稀能够
感觉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容光焕
发。唱戏的奶奶们格外有活力，整天笑眯眯
的；弄枪的爷爷们精神矍铄，舞起刀枪更是
卖力。

当他们踏上“舞台”，拿起红布裹着的话
筒，也如年轻人一般耀眼。话筒传出或洪亮
或婉转的声音，他们的白发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奶奶们妆容明艳，八字步，兰花指，一颦
一笑，正如世人所说：“岁月从不败美人”，鬓
微霜，又何妨？

我站起身来，穿过马路，走上前询问。
“老大爷，舞起刀枪干嘛这么用劲啊？”

“热爱呗！”
“老太太，唱戏不吃劲吗？”“有点，不过

放不下呀，还不是因为热爱嘛！”
我这才知道，爷爷奶奶们的力量来自何

处——对生活的热爱！
卖豆浆的店铺，开得最早，隔壁馄饨店

紧随其后。豆浆、油条、馄饨的香，似乎能飘
进小城的每一个角落。早起的学生、上班
族，还有舞刀枪的爷爷、唱戏的奶奶都是常
客。

两家都是开了 15 年的老店了，他们与
顾客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

豆浆店的零钱桶就放在一旁，小小的手
写价目表就挂在墙上，顾客报完点的早餐
后，自己放钱，再自己找钱，老板似乎从不过
问，甚至都不瞅一眼。

“老板，钱放这儿不怕少了啊？”
“咱这里的人好得很。”
旁边很多顾客都嘿嘿笑笑，那是夸奖，

最好的夸奖。
小城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美好，每走一

步，总能发现万千美好。
走在小城里，就像走在一条幸福的大路

上……

南南通通高高新新区区小小学学三三（（11））班班 赵赵梓梓希希 指指导导老老师师 姚姚桂桂萍萍

近了！更近了！我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不停朝车窗外张望。两年
了！自从来南通上学，整整两年没回
老家。趁着国庆假期，爸爸终于带
我踏上了归乡之路！

汽车刚驶入阔别已久的小
院，我就迫不及待跳下车，一眼看
见手搭凉棚、等候已久的奶奶，便
飞奔过去扑向她的怀抱。奶奶
抱紧我，拍拍我的肩，抚摸我的脸
颊，抹着泪，满眼关爱，“让奶奶看
看，有没有长胖？有没有长高？”

中午，奶奶做了一大桌丰
盛的菜肴，香喷喷的土鸡肉、炸

得酥酥的小黄鱼、萝卜丝

饼，还有我最爱吃的“虫子大餐”——蚕
蛹，爸妈都不喜欢吃，是奶奶特地为我
而做。奶奶一直在给我夹菜，而我不停
地给奶奶讲我在南通的生活，两年的别
离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够啊！

仿佛转眼间，便又到了分别时刻。
爸爸收拾着行李，把奶奶为我准备的新
文具、新衣服，以及家乡特产、自家种的
蔬菜等，一样一样装进后备箱。我再一
次扑进奶奶的怀抱，直到爸爸发动汽
车，我仍紧紧地握住奶奶那双粗糙的大
手，泪水奔涌而出。我还没来得及给奶
奶捶捶背，还没来得及陪奶奶再多睡一
晚，还没来得及给奶奶掏耳朵、剪指甲
……奶奶也红了眼眶，我知道，她也舍
不得与我分开。

汽车离开了小院，离开了村子，离
开了我的家乡，也离开了我日夜思念的
奶奶，不知一去又是几个月……我的泪

眼模糊了，思绪不由得回到我上小学前
的时光。

那时，奶奶每天早早等在幼儿园门
口，手中举着她亲手做的糖葫芦，笑眯
眯地塞给我；春天，带我在乡野小路上
放风筝；夏天，带我到小水沟里摸田螺；
生病的夜晚，奶奶整夜不睡，为我倒水、
擦背、量体温、喂药……我还记得春节
时，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堆雪人、打雪仗、
贴福字、挂灯笼、放烟花、吃年夜饭、看
春晚，其乐融融！可是，汽车载着我逐
渐离开了我熟悉的地方……

其实，我想留下来，多陪伴亲爱的
奶奶一些日子，像她照顾我一样，给她
夹饺子，帮她洗头发，给她讲故事……
我期盼着，我与奶奶
不再两地分隔。

明年春节，我
还能再回老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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