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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过年回老家盐城时，
奶奶总要给我们腌泥螺，它
是独属于家乡的风味。直到
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那是
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醉泥螺是盐城独特的一

道生腌小吃，外地人一般不
知道。赶年集的时候，奶奶
总会买一点，带回家里腌。
记得去年，奶奶就早早起来
赶年集，还买来了我期待已
久的泥螺。
奶奶那看似粗糙实则有

力的大手，毫不费力地端来
一只和面的大盆。只需拎住
袋子一角，泥螺就“哗啦哗
啦”悉数掉进盆里。我还没
看够呢，她已熟练地加了一

大包盐。我顿时慌了神，奶
奶却不紧不慢地说：“吐沙
子哩，不吐沙怎么吃？”祖孙
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咯
咯直笑。

吃完午饭，奶奶便撸着
袖子，往沥干的泥螺中放了
许多小辣椒，又添进白醋、
白糖、白酒……再投入拍好
的几瓣大蒜，才心满意足地
封存在冰箱。我属实被这阵
仗吓了一大跳，原来那念念
不忘的美味得来实属不易。

一般情况下，正宗的泥
螺腌个两天就已经够入味了。
早饭搭着白粥吃，美味得不
得了，可第一次尝试的我愣
住了。看着奶奶敏捷利落地
夹住一颗，咬紧螺肉，再轻
轻地把不能吃的往外一挤，

就独享到了美味，我羡慕不
已。虽说泥螺美味，但怎么
吃可真是个技术活！我握着
一根筷子把肉挑出来，可都
快捣得差不多了，也没吃到。
好不容易分出来，又不知道
哪些地方可以吃，哪些不可
以吃。奶奶看破不说破，用
筷子敲了下碗口，指了指泥
螺的黄，口中念念有词：
“鲜得很！”吃到泥螺的那一
刻，整个口腔仿佛都是辛辣
的，伴着点微甜，甭提多好
吃了。

一道地道的家乡美味便
足以拴住家乡人的胃与心，
无论走到哪里，每每回忆起
那番滋味，心中便温暖不已，
这就是独属于我们盐城人的
美味！ （指导老师：戴陈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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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之美
阴 四（1）班 申芸汐

鸣凰中心小学“武报小记者站”专题

春天，万物复苏，春姑娘
也迈着轻盈的步伐，悄无声息
地来到人间，一切都显得生机
勃勃。

这么好的天气，我和妈妈
决定去公园野餐。进入公园，
已经有许多人在游玩了，有的
人在观赏鲜花，还有的人在用
嫩绿的柳条和美丽的花儿编出
一个“皇冠”……放眼望去，
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蜜蜂
也嗡嗡地唱着动听的歌，还有
小孩在草地上放风筝。

公园犹如一片彩色的海

洋，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有
的花儿大如圆盘，有的花儿则
小如樱桃，想让人把它一口吞
下；有的花儿芳香四溢，在公
园外就能闻到花香，有的却很
含蓄，需要凑近了闻，才有一
抹淡淡的香味；有的花儿穿着
轻盈，只有五六片花瓣，有的
花儿花瓣则重重叠叠，如同穿
着一身华丽的礼服……
试问，这生机勃勃、百花

齐放的春天谁能不喜欢？
（指导老师：蒋梦了）

春风习习，轻轻地唤醒柳
芽，微微吹绿了水面，偷偷送
来了花香，带来了五彩缤纷的
欢喜。

假日里，妈妈带我去公园
感受春天的美好。我坐在长椅
上，微风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颊，不远处一片黄色海洋泛起
千层波浪，一股沁人心脾的香
味扑鼻而来，让人心旷神怡。
成百上千只蜜蜂在辛勤地采着
蜜，不时说着春天的美好，许
许多多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
一下子就成了焦点。转头柳树
姐姐又披上了一头长长的绿
发，在边照镜子边梳头，我起
身走到一条小道上，一棵棵桃
树站立两边，枝头绽满喜笑颜

开的桃花，那粗糙的枝干是它
度过了许多沧桑时光的痕迹。
偶尔一阵风吹落几片桃花，它
们无助地待在小道边，有的让
小朋友带走了自己，还有的到
了一处古老而又神秘的森林探
险。

走着走着，漫山遍野、绚
丽多彩的花儿映入眼帘，有的
花浓妆艳抹，显得高贵华丽，
有的花则颜色平淡，十分朴
素；有的花骄傲地绽开笑脸，
有的却像害羞的小姑娘埋着
头，含苞待放……

春天是美好的，是有趣
的，也是神奇的，因为不知为
何她就让我们充满欢声笑语。

（指导老师：蒋梦了）

春 颂
阴 四（1）班 胡文强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在这美好的春
日里，洋洋、小王和小朱相约
到公园一起放风筝。

走到公园门口，远远望
去，湛蓝的空中飘着各种各样
的风筝：有展翅飞翔的“老
鹰”，有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
游来游去的“金鱼”，还有百
足之虫“蜈蚣”，真是热闹非
凡！

二月天杨柳醉春
烟，三月三来山青草漫
漫，最美是人间四月的

天。在这生机勃勃的春日里，
只见洋洋双手托起风筝，高高
地举过头顶，小王一手拽着风
筝线，一手紧紧地握着线轴，
一边跑一边放线。不一会儿，
风筝在两人齐心协力的配合
下，高高地飞向了天空，三个
小伙伴高兴得跳了起来。
你看，天空中，风筝在翱

翔飞舞；草地上，孩子们在奔
跑欢笑，真是一幅欢乐而和谐
的画面啊！

（指导老师：曾楠）

放风筝
阴 三（3）班 田梓杨

比起白天与黑夜，我更
加喜欢黄昏。

走出门，就可以看见几
株番茄笑红了脸。黄瓜与丝
瓜争先爬上竹竿，贪婪地去
追逐夏日难得的晚风，温柔
的晚风就像一双白皙的素手
轻抚着世间万物，让老竹们
发出清脆的声音，鸟儿欢鸣，
蝉儿歌唱。我戴上草帽，去
寻觅着那太阳最后的光辉。

这是一条我发现的小道，
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小道。传
入耳帘的，是潺潺的溪水声，
鸭懒懒地游着，惬意地享受
阳光的注视，刹那间，它仿
佛一位穿着羽衣的高雅美人，

那黑羽仿佛有了五彩斑斓的
奇光，我走在塔石上，时不
时传过来清脆的“哐当”声。

田野的呼唤，就像一位
身披绿衣的老者正吹着竹笛，
那音色悠扬，婉转清脆悦耳。
野草终于变成嫩绿，相互在
我身旁荡漾成了波浪。树上
的花，热烈而又含蓄，活泼
而又高雅。我就这样走着，
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是与我久
别重逢后的老友。

黄昏终于来了，一切都
在欢迎她。她如轻云一样飘
浮，如飞雪一样降落，大片
大片的金黄是她舞蹈的裙，
翩翩如惊鸿一现，委婉如天

上游龙。突然，那裙开始燃
烧，天空中，蓝变成淡雅的
紫，仿佛含蓄一笑，透露出
一丝别致的神韵来。紫又烧
成淡粉，娇嫩得如初绽的荷
花。粉又绽开了金，她想让
万物都看到她那美丽的姿态，
万物都被镀上了一层暖暖的
金。

我想用手去抓住她，可
她转瞬即逝，从我手中溜
去———原来，月亮出来了。

白昼太亮了，被人嫉妒；
夜太黑了，被人厌恶；可黄
昏不一样，她只孤芳自赏，
她只绽放出自己的绚烂！

（指导老师：时辰媛）

每逢过年回家，姥姥总
是要炸上五六盘丸子，深红
色的丸子也照映了春节的红
火与热闹。

家乡的一切在我眼中都
是独一无二的，炸丸子的说
法很多，最经典的还要数姥
姥说的“卢豆圆子”。

刚过完除夕，一个漫天
飞雪的日子。我在姥姥家帮
着打理厨房，姥姥与妈妈则
在一边炸丸子。炸好的丸子
在大盘子中安静地躺着，油
锅中的油却十分不安分，活
脱脱蛟龙闹海的阵仗。油一
直在锅中沸腾，就像在等着

妈妈把丸子放进去，好让它
们“大展身手”。这丸子十分
随意，妈妈只是随手一捏，
就定了一个丸子的“身世”。

姥姥与妈妈在做丸子时，
时不时会硬往我嘴里塞成品，
直到腮帮都成了两面小鼓才
停。丸子的味道也可由我这
个“试吃官”来品鉴。肉的
香味在油的帮助下成功得到
了升华，里面的小虾米也使
丸子多了几分咸鲜味，这就
是一群完美的丸子了。

吃了一些后，姥姥便把
两盘丸子放在铝盆里，上面
再盖块布，让我端给边上的

小姥爷一家。漫天飞舞的雪
花渐渐落下，积在地上，院
子里一片雪白，雪落在布上，
丝毫不会影响到丸子。我仍
可以感到丸子很热，很暖。
见我到来，小姥爷立马招呼，
牛奶、花生、糖果都一股脑
端到我面前，喜和乐都融在
欢声笑语之中了。

老家的炸丸子不光好吃
可口，还包含了姥姥对亲人
的关爱。硬要和其他地方的
炸丸子相比的话，那定是老
家的更棒，这大概就是对老
家的偏爱吧！

（指导老师：戴陈娇）

黄 昏
阴 六（7）班 文致远

春里见丸
阴 六（3）班 李俊赫

腌泥螺
阴 六（3）班 陈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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