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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奶
奶家的小院里，满是我美好的回忆。

院子东边是菜园，被划分成不同
的形状，每个季节种着不同的蔬菜。
我时常跟着奶奶在菜园里忙活，奶奶
锄草，我用小铁锹铲草；奶奶给蔬菜
施 肥 ，我 则 用 洒 水 壶 给 蔬 菜“ 冲
凉”……

院子上空是纵横交错的葡萄
藤。柔柔的春风中，睡了一冬天的葡
萄藤苏醒了，一片片叶芽渐渐伸展
开。几个星期后，茂密的枝叶向四面
展开，就像搭起绿色的凉棚。每当这
时，我总是翘首望着那片绿绿的葡萄
藤，找寻着米粒般大小的葡萄，看着
它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圆，缀满枝头。

院子的西南角有一个造型别致
的小矮屋，还有一扇拱形的小门呢。
小屋的主人是“叮当”——一只可爱
的泰迪。在我的指令下，它会举起前
腿，高昂着头，在院子里开心地走来
走去；它还会在院子水泥地上打滚、
翻跟头。如果得到我奖励的小饼干，
就竖起两只前爪，不停地摇晃着尾
巴，发出“嗷嗷”的叫声，神气极了！
我和奶奶常被这个小调皮逗乐，“叮
当”是我童年的好伙伴。

盛夏季节，我还能在院子里看到
一场别致的“音乐会”：红辣椒歪歪扭
扭地站成一排，唱着火辣辣的歌；蜜

蜂在微风中，
有节奏地跳舞；
蝉与好友麻雀一起，

“ 说 唱 ”乐 园 里 的 趣
事！夜晚，我时常坐在藤
椅上仰望星空，也和“叮当”
一起追逐过萤火虫。奶奶则
倚在院门口，手摇扇子，微笑看
着我们。

收获的季节，葡萄藤上缀满
了一大串一大串的葡萄，绿叶下，
紫莹莹一片。我踮起脚尖，摘下几
颗葡萄，来不及洗，剥开皮就往嘴里
塞。“小馋猫慢点，奶奶给你剪。”奶奶
一边嗔怪着，一边搬来长凳，剪下串
串葡萄。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到
竹篮里。奶奶选出最好的几串，让我
提着竹篮，送给前场的大姨、后场的
姥姥。左邻右舍分享着我和奶奶的
劳动成果，我的心里甜甜的。

冬天到了，葡萄架上挂上一串
串香肠、一块块腊肉，这些都是奶
奶亲手制作的。望着它们，我感到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家的味道也
越来越浓……

这就是奶奶家的小院，一
个美丽而温馨的小院，我的童
年乐园。

江阴市实验小学六（6）班 虞伊林
指导老师 张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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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飘渺，是时光，是回忆，是乡愁，是一树的春意，漾在老屋的窗上。
记忆里的午后，祖父坐在阳台，桌上放着茶杯，茶香氤氲整个屋子。他微

闭双眼，靠着椅背，和坐在矮凳上的我聊天。
我的老家，在扬州的一座小县城，是祖父母生活了一辈子的地

方。幼时，我与祖父母住在老家，巷中，到处是我童年的回忆。祖父母
的生活，规律而自然。慢节奏中充盈着江南的细腻，又兼具拙朴与

粗砺的烟火气。
祖父母都有自己的茶。祖父常泡铁观音或红茶，祖母爱喝

的是一种野草晒干泡出的茶，不记得是什么植物了，只记得
香气清远，满屋都是田间的草香。

每天清晨，就从两杯茶香开始。祖父先去晨跑，祖
母去菜场路口买菜。等祖父回程，她也买好菜，两人便
一道漫步回家，叫醒我。

吃完早饭，祖父坐在书房，那时年幼的我并不
懂他在干什么，只是喜欢坐在他旁边凑热闹，以至
闹腾到被祖母责怪。现在想来，在祖母打开收音
机的同时，祖父应该是在读报，报纸的墨香和茶
香混在一起——这是我对“文化”二字的最初印
象。

这时，祖母搬两张凳子到阳台上，在清朗
的阳光中品完茶，或是干起针线活，或是向我
讲述田间乡里的传说与趣事，言词中是对过往
岁月的深深眷恋。

祖父常常手握茶杯，静坐、读书、思考，他
自然而然成了我读写的“启蒙老师”。每当我
凑到书桌前，抓起纸笔玩弄，祖父便放下书，摘
下眼镜，将我抱到他腿上，教我握笔。依稀记
得，茶香中，我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姓氏。那
个下午，祖父向我讲述唐诗宋词。很幸运，我对

“美”最早的启蒙与认知，除了故乡的草长莺飞，
便是传统文化的厚重丰富。

至今，提笔时，若有一杯清茶，我的思绪便如泉
涌。我想，茶香中氤氲的，是我家的一缕文脉与传承。

茶愈浓，乡愁起。手边的茶还热着，我想起了祖
父母染白了的头发和故乡那一年年拔高的老树。

无锡市梅梁中学梅梁湖文学社
初三（1）班 陈乐颖
指导老师 丁连兵

天真无邪是童年！与小
伙伴蹲在花园空地上，用树
叶、花朵准备“美味晚餐”；坐在
藤椅上仰望星空，与“叮当”一
起追逐萤火虫；歪歪扭扭写下
自己的姓氏；想吃妈妈一直不
让吃的雪糕……同学们最最期
盼的六一儿童节快到啦，让我
们一起倾听童声、乐享童年！
在何欣仪笔下“童年如花”，从

“新蕾”到“待放”再到“绽放”。
“启蒙教师”祖父母是陈乐颖成
长路上的标杆，一言一行潜移
默化，伴随着小作者健康成
长。蒋梓皓在“童年乐园”里，
从小学会劳动、懂得分享！炒
米和炒米糖是虞伊林和村中小
伙伴对美食最大的期盼，“炉子
里藏着法宝的老神仙”，这样的

比喻是不是也逗乐了你？说起
小时候，谁没有“尴尬”的时刻，

沈瑞琦“被雪糕粘住嘴”，对“周
围人”的反应描写得淋漓尽致，

也让我们捧腹一笑。乐享童
年，愿大家都做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你的朋友 高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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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初级中学2206班 何欣仪

童年，如一朵新生的花，那欣然绽放的花朵，总能带
给我喜悦。

新蕾初生！儿时的我，无忧无虑，总能想出金点子，与小
伙伴共度美好时光。从幼儿园回来，就与小伙伴尽情玩耍。蹲在花园空地
上，一人拿一根树枝，刨出一个坑，美其名曰“锅”。有时，土太干了，我们就
倒上水，把土搅成了泥。再将收集来的树叶、花朵和不知名的果子，一股脑

儿倒进“锅”里，装模作样地用树枝“翻炒”几下，“美味晚餐”就出炉啦！我们
将树叶和着泥土盛到碎砖上，给每人都分一份。闻着泥土的清香，我们笑靥如

花，露出未换的乳牙，乐在其中。
含苞待放！步入小学，我仿佛走进了全新的世界，认识了更多人，结交了许多

朋友。大家总将眼睛睁得大大的，对新知识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如欲绽的花朵，
努力生长着，想将大千世界尽收眼底。我每天盼着快点长大，看了很多书，虽然有些还
是一知半解。我们对友情有了初步了解，也学会了追求小小的仪式感。我们躲在小小的
花苞里，一天天成长，舒展着身体。

欣然绽放！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在一天天的期待盼望中，转眼到了小学毕业。毕业考，
结束了小学生活。犹记得那天，我们尖叫着、欢呼着冲出考场，吃蛋糕、写纪念册、与相识六年
的朋友紧紧相拥……有些多愁善感的同学，在喧嚣的人群中偷偷红了眼，甚至泣不成声。

回首小学六年时光，大多都是轻松愉快的。教学楼里，是我们的朗朗书声；操场上，有我们
肆意奔跑的身影。光斑在脸颊上跳动，我们笑着，享受着天真烂漫的童年。快门的轻响，把我

们的欢乐定格在一张毕业照上。
如今，我们升入初中，踏上了新的旅程。忆起天真烂漫

的童年时光，我仍能尝到丝丝喜悦。我知道，那
是童年之花酿出的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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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时候曾发生过的那件最尴尬的
事，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
怎么熬过来的。

那是一个周末，爸妈带我去吃烤肉。到
了烤肉店，爸妈去点餐，而我看见那装着满
满当当雪糕的冰柜，心中无比激动。平时，
妈妈不让我吃雪糕，难得有机会，况且还是

免费的。于
是，我迅速拿出一根

雪糕，撕开包装，迫不及待地
张开大口，嘴唇和舌头碰到雪

糕后，一阵凉丝丝的感觉。
“咦！怎么回事？嘴巴好像被

胶水粘住了？”原来，雪糕上有一层
厚厚的霜，把嘴唇直接给粘住了，等我

缓过神来，不禁大惊失色，“怎么办？我
不会吃不到那美味的烤肉了吧？”我赶紧

握住雪糕棍用力往外拔，“嘶——”我的嘴唇
发出强烈的抗拒。没办法，我只好一手轻轻
捏着嘴唇，一手拿着雪糕棍慢慢往外拔，可
就是这个动作，疼得我嗷嗷直叫。周围的人
看见我这滑稽的模样，都乐坏了，有的嘴里
还塞着烤肉，捂着嘴笑；有的喝着果汁，结果
果汁喷了出来；还有的捂着肚子，笑得前俯

后仰；甚至还有人举着手机边拍边笑……我
隐约听到有人说：“这是谁家的小孩啊？这
么逗？”我感觉自己粉扑扑的小脸，涨得更红
了，眼里闪烁着不知所措的光芒，脸上泛起
无比尴尬的笑容……

我只得背过身，躲开众人的目光，寻求
爸妈的帮助，爸妈赶紧叫来服务员。

服务员见我这副模样，先是露出十分诧
异的神情，接着那嘴角都快要咧到后脑勺
了，差点都没站稳，几秒后，笑意未尽地说：

“我……我给你去拿温水，哈，哈哈！哈哈
哈！”此时的我被众人围了起来，所有人都注
视着我，而我真想挖个地洞钻进去。很快，
服务员端着温水走过来了，她慢慢把水倒在
雪糕和我嘴唇的交接处，没过一会儿，雪糕
终于化开了。唉，本是愉快的烤肉之行，此
刻却满是“大写的尴尬”啊！

淮安市纪家楼小学六（4）班 沈瑞琦
指导老师 侯育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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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炒米喽！炸炒米喽！”村口传来阵阵熟
悉的吆喝声，小伙伴们奔出家门，拥向村口。这
天是故乡孩子们的“欢乐日”。

推着三轮车，炸炒米的爷爷奶奶来到我们
村。爷爷坐在板凳上，往黑黑的炸炒米的炉腔
内送入一铲子大米，奶奶在一旁熬着糖浆。炸炒
米的炉子是个奇特的玩意儿，样子跟家里的大花
瓶差不多，可我们觉得它充满着魔力。

“我是老神仙，这炉子里藏着法宝呢！”小时
候，我打心底儿认定炸炒米的爷爷特厉害。只见
他摇着炉子，噼哩噼哩的响声从炉中传出，我的心
也随着响声而兴奋起来。

“好了吗？”“要出炉啦！”
“怎么还没有出炉？爷爷你快打开吧！”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哟！”
炉子被烧得滚烫，黑中泛着红。突然，

爷爷朝大伙儿喊：“小家伙们，快散开，要
响喽！”奶奶已经戴着棉手套往炉口套上

一个长长的大肚子蛇皮袋。我们不约而同捂着耳
朵跑开了。“嘭”一声，周围是忽隐忽现的白烟，随
后传出小伙伴们的笑声。

走近后，米香扑鼻。爷爷提起蛇皮袋，来回摇
晃后倒在簸箕里。大米此时再不是先前细细长
长、半透明的样子，而是摇身变成了圆滚滚、白胖
胖的模样。不怕烫的小伙伴抓上一把，躲在一边
品尝。童年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刚出锅的炒米，香而脆。更惊喜的还在后
面！炒米被一股脑倒进不锈钢的长方形盘子里，
与奶奶刚熬好的糖浆和在一起，再放些炒熟的芝
麻、花生米，反复搅拌后压扁压实。微凉后炒米糖
就定型了，奶奶再用刀切成厚薄均匀的小长方体，
童年最美味的炒米糖出现在眼前！

我最爱吃炒米糖，咬上一大口，黑芝麻的香，
花生米的脆，炒米的香甜，真是好滋味儿！分辨
小伙伴有没有吃炒米糖很简单——手上沾着黏
腻的糖浆，嘴边糊了几粒黑芝麻，嘴里还嚼着花
生米……

我
有 巧 巧 手

田间看瓜
（儿童画）

常州市金坛区朱林中心小学

五（1）班 向思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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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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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小路见证我成长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五（1）班 詹凌萱
指导老师 周 洲

放学回家时，我总要走过一
条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路。

记得二年级时有一天，放学
铃声一响，我像往常一样朝门口
张望。可找了半天，也没见到爸
妈的身影。这时，班主任告诉
我，爸妈临时有事，让我自己回
家。我从来没有在放学后独自
走路回家，所以心里七上八下
的。走在路上，风吹过树叶，发
出沙沙的声响，好像有魔法，让
我的心一下子缩得更紧了。我
轻轻走着，突然，小路尽头窜出
一只小猫，我吓得后退了几步，
手也颤得更厉害了。小猫瞅瞅
我，才从我的视线里挪开，我继
续小心翼翼地走着。天好像黑
得特别快，想到这，我更紧张了，
一步，两步，三步……我默默地
数着步数给自己壮胆。终于看
到家门了，我赶紧朝那个方向奔
去。成功到家了，我的内心充满
了成就感！

这条平常的小路见证了我
一步步成长，现在走起来，我已
经一点也不害怕了。

老家的“晚会”
苏州市吴中区范仲淹实验小学

四（3）班 沈巫昕
指导老师 李 筠

很快就要放暑假了，我又
可以回到老家江西吉安啦！那
里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是我每
年过暑假的好去处。

在老家，爷爷养了一条健
壮的大黑狗和许多鸡。每次我
回到老家，大黑狗都会跑到我
身边来，对我摇头摆尾，不停地
用脑袋在我的腿边蹭来蹭去，
好像在欢迎我的到来。每天早
晨，院子里的大公鸡早早打鸣
把我叫醒。起床后，我会开心
地跑到鸡窝旁，因为在这里，我
总能捡到刚下的鸡蛋。最热闹
的莫过于晚上。吃完晚饭，我
和爷爷把椅子搬到门前的空地
上，邻居们也出来了，大人们在
一起天高海阔地聊着，小孩们
则在一旁打闹、玩耍，累了就吃
几片自家种的甜瓜，看看闪闪
烁烁的星星，听听知了和蝈蝈
的合奏曲。你看，萤火虫也提
着灯笼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
真热闹呀!

我的老家真是太吸引人
了，好期待再回去看看呀！

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管主办 关心下一代周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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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都是同学
们最期待的日子，今年也不例外，咱们
江苏中小学校为同学们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大餐”，让这个儿童节成为
一场精彩的“嘉年华”。

“咔嚓，咔嚓……”5
月 31 日，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
学“庆六一·润童心”电影节上的红毯秀
吸睛无数，同学们妆扮成电影角色，充满自信
地走过红地毯。你们瞧！孙悟空、柯南、哪吒
……都来参加这场盛会了！

各剧组的小演员们还认真表演着电影中的精彩
片段。六（8）班的冯昊和小伙伴们演绎了电影《雄狮少
年》中小主人公苦练舞狮勇敢追梦的故事。当观众们看
到小主人公在练习舞狮时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站起来

后，都忍不住握紧双拳站起身来为他加油。演到尾声时，
冯昊和小伙伴们大喊：“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

就是雄狮！”台下的同学们沸腾了，大家集体起立鼓掌。
演出结束了，但冯昊的心情还未能平复，“这次六一活

动不仅丰富了我的校园生活，还让我在电影主人公
的感染下变得更有恒心和毅力，勇敢去追逐自己

的梦想。”

宛转悠扬的歌声，
姿态婀娜的舞蹈，令人捧腹的相
声……5 月 28 日，徐州市解放路小学

“逐音追梦 乐享未来”艺术展演声乐专场、
器乐专场、舞蹈专场、综合专场，百余个节目轮番
登台，高潮迭起，为同学们献上一台精彩绝伦的视听
盛宴。同学们身着盛装，手拨吉他，弹唱出美妙的旋
律，令现场观众深深陶醉。多才多艺的二（1）班姚沐言先
后参加了舞蹈、器乐专场，尤其器乐专场的吉他合奏《上春
山》获得了最多掌声，“演奏时我自己也沉浸其中，感受到音乐
的无穷魅力！”

5月29日，2024年云龙区青少年阳光联赛开幕式上，伴着
激昂的音乐，踏着欢快的节拍，徐州市解放路小学足球操表演队

的队员们面带微笑，激情四射，行云流水的动作展现出新时
代少年的风貌。三（3）班张洺畅说：“为了今天的开幕

式演出，我们足球队的小将们努力训练了两
个月，同学们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感、

荣誉感，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5月29日，当镇江市“五
老”宣讲团宣讲员魏勋森爷爷走进镇
江市银山小学报告厅时，现场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三（2）班唐疏影说：“87 岁的魏爷爷是
我们的‘老朋友’啦！他每一次带来的红色故事都不
一样，但又都一样精彩。”

这一次，魏爷爷围绕“从小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展开宣
讲，他介绍了近年来我国在交通、科技、能源、航空航天等诸多
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这让同学们倍感自豪。“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三（4）班武紫萱
的思绪跟随魏爷爷的讲述，从嘉兴南湖的红船出发，“奔跑”到延安、
北京，“如今，祖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新时代少年也要在党的

引领下团结奋斗，用爱国心和报国行点亮精彩童年。”
怎样才能永远跟党走？在魏爷爷的宣讲中，唐疏影找到了答案：“我

们要有信仰、有志向、善思考、能发奋，这是我最好的六一礼物！”唐疏影说，
魏爷爷做了四十多年中小学校校长，引导一代又一代学生树立理想、砥砺前

行，“我的梦想也是成为一名老师，魏爷爷是我的榜样，我也要像他一样，
现在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未来将这份精神财富传递给更多人！”

六一前夕，泰州市姜堰
区俞垛中心小学全校同学一起观看了
爱国主义主题教育片《维和防暴队》。影片
中，生死一线解救人质，装甲车穿越炮火……跌宕
起伏的情节取材于中国维和警察真实的维和行动，展
现了中国维和警察国际人道主义、守护和平的精神。

在观影前，同学们先跟随老师学习了“维和”的相关知
识，了解到维和通常指在国际层面上，通过派遣特定的部队或
人员，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保护平民的生命和财产，以及维
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维和人员的每一次行动，都充满未知与危
险，因此联合国大会将每年 5月 29日定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

际日，以纪念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而献身的人员。
看完电影，五（1）中队杨梦瑶深受感动：“中国维和警察的每一次

‘出手’，都是对和平的庄严承诺，也是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积极践行。”四（1）中队的彝族女孩热力么

子火被中国维和警察的勇气、责任和担当精神所打动，
她说：“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珍惜和平幸福的生活，

努力学习！”

上周五，苏州市沧浪
实验小学校的同学们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六一礼物——一场精彩的天文科
普活动，中国天文学会会员罗方扬老师还给
同学们带来了主题为“探索星球，点亮科学梦想”
的天文知识讲座。

讲座中，罗老师用精美的图片、生动有趣的小故事，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苏美尔人对星座的研究成果、15至16世
纪地理大发现、88个星座等知识。五（4）班张柏诚听得津津有
味，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和小伙伴们上台演示“北斗七星”的位
置。“我们肉眼看到的北斗七星都一同挂在天幕上，其实它们之间

相隔着很多光年呢！”从讲座中，张柏诚收获了不少有趣的知识。
五（4）班吴宸宇从小就常跟父母去天文馆“打卡”，作为“小小天文

爱好者”，他特别兴奋，边听边记边思考，讲座结束后，他向罗老师
请教了不少问题，“脉冲星有什么特点？星座的形成条件是什

么？”罗老师的解答让他受益匪浅，“这次六一活动不仅让我
对浩瀚宇宙有了更深的了解，还让我对天文学越来越感

兴趣。我要好好学习，争取成为一名天文学家，将来
探索更多的宇宙奥秘。”

在江苏众多校外教育辅导站中，位于兴化市沈伦镇樊
荣村的“关情书苑”显得很特别，因为它更像一座博物馆。

2009年，樊荣村关工委主任樊才林拿出多年积蓄的
十多万元，把自家房子改建成了供村里留守孩子课后活
动的校外教育辅导站。他的办站理念特色鲜明，主打一
个“博”字。号称“一厅七室”的“关情书苑”中，除了供同
学们日常学习的 170平方米的大厅外，其余七室都被各
种展品塞得满满当当，从各类模型、农具、木工用具、古钱
币、旧票据，到纪念章、老照片，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樊
老说：“农村孩子见识少，所以我的辅导站要让他们学到
更多课外知识。”

兴化市沈伦中心小学五年级的樊宇成放学后最喜欢
到“关情书苑”的模型室里摆弄各种仿真模型，从飞机到
坦克，从航母到帆船，从乐高玩具到木质、金属的仿真模
型……樊宇成将模型拆了装、装了拆，摆出各种阵型，想
像它们背后的故事，“樊爷爷的辅导站让我知道了世界之
大，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看看！”

农耕文化室里，水车、风车、洋车，水犁、铁犁头、铁犁
耳等500余件农具模型和实物让沈伦中心小学四年级的

张宇轩大开眼界：“我从小生
长在农村，可有的农具我都没
见过，这些农具让我和爷爷奶奶
有了更多聊天的话题。”樊才林耐
心地给孩子们讲解每种农具的使用
方式，“农村的孩子应该知道祖辈是怎
样进行农业生产的，了解这些农具里蕴含
的智慧。”

樊才林的藏品里还有很多老物件，例如民俗
室里的粮票、布票和老行当用具，传统室中的各年代的
钱币、房契，还有稀有的24孝红木雕刻。樊才林对每件
物品的名称、用途、现实教育意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如今这些都成了对留守儿童们进行传统教育的“教具”，樊
老说：“文物就应该这样发挥出它的教育作用。”

为了开阔留守孩子的视野，樊才林不满足于在自家的
“博物馆”里进行传统教育，泰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
纪念馆、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等红色传统教育基地都留下了
樊才林带领留守孩子们寻访的足迹。如今，樊才林正计划着利用
暑假带领孩子们去更多的博物馆，获得更广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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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娃在辅导站见识大世界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许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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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学习，了解国
家
力
量

红色故事，重温革命传统

探索星空，点亮科学梦想

艺体展演，为成长赋能

走红毯、“演”电影，欢度
别
样
六

一

从艺术到体育，从课外知识到革命传统
教育，从看电影到“演”电影……专属于六一
的丰富又营养的“节日餐”，让同学们开开心
心、热热闹闹地度过了一个“花式”六一节。

镇江市银山小学镇江市银山小学
的同学们听魏勋森爷的同学们听魏勋森爷
爷作宣讲爷作宣讲。。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
冯昊同学排练冯昊同学排练《《雄狮少年雄狮少年》。》。

徐州市解放徐州市解放
路小学的同学在路小学的同学在
艺术展演中表演艺术展演中表演
才艺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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