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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奶，出生在上世纪 40 年

代，今年75岁了。

她平时生活朴素，脚上一直穿

着一双浅灰色的旧布鞋。这双布鞋

颜色已经开始泛黄了，鞋底也磨平

了。这双鞋陪伴了奶奶近十年，至

今都在“工作”。

有一次，妈妈给奶奶买了一双

新鞋，这双鞋色泽光亮，轻便好用，

不管怎么比，都胜过那双浅灰色的

旧布鞋。但奶奶却对妈妈说：“买这

么好的鞋干什么？我又用不上，你

看这鞋底，一块凸一块平的，哪有我

那双老布鞋好，我看你还是自个儿

用吧！”虽然奶奶这么说，但谁都清

楚，奶奶并不是不喜欢这双鞋，只是

自己舍不得用而已。

奶奶每次出门买菜，都会穿那

双老布鞋，而一出门呢，最多只买两

三个南瓜回来，就这两三个南瓜，她

能吃上一周。每次到奶奶家吃饭，

都是绿豆南瓜为主食。爸爸妈妈妈

每次去吃饭都要带许多水果、肉食，

希望奶奶能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

可是奶奶却说：“我都这么大把年纪

了，还吃什么山珍海味，能吃饱就

好。”但是，奶奶对我却很大方，每次

去奶奶家，都要给我大红包，这与奶

奶平时节俭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

问起奶奶为什么一直穿这双老

布鞋，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你们要不

忘初心，把它传承下去，作为你今后

的立身之本。”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

难。奶奶虽有“奢”的资本，但她却

节俭了大半辈子。奶奶脚上这双老

布鞋不仅反映出她节俭的美德，更

是一种家风的传承，而这种家风将

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由始至终不

断熏陶着我，鞭策着我，激励着我，

是我成长道路上的风向标。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五（9）班 李晓雨
指导教师 何小梅

小小猫猫
小猫啊，小猫，

你为什么不听话？

跑到老鼠洞旁，

欺负小老鼠一家。

小老鼠啊，小老鼠，

小心，别出来！

我的小猫就在

你们的家门口！

四川天府新区元音小学
二（1）班 蓝梓祺

小麻小麻雀雀
夏天来了

小麻雀站在枝头上

放声歌唱

除了麻雀的声音

除了麻雀的节奏

没有谁还有小麻雀

那样自由

四川天府新区元音小学
二（1）班 胡菱真

童年，像花园里色彩缤纷的花

朵，像天空中无拘无束飘浮的白云，

像天地间清晰见底的小河，像小朋友

心底荡着欢笑的梦。今天，我就给大

家分享我童年时的一个小秘密。这

个秘密呀，天知、地知、我知，接下来

你也要知道了，一定要替我保密哦！

去年暑假的一天，吃完午饭，我

和妹妹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玩平板，

妈妈下午要上班，走之前对我们千叮

咛万嘱咐：“在家里要把自己的任务

完成，下午我回来检查作业，没做完

的话休想出去玩。……”说完就急匆

匆去上班了，留下我和妹妹在家里做

起了“山大王”。

妹妹一不做二不休，很快就把任

务完成了。而我心想，反正还有一下

午的时间，慌什么，先玩了再说。于

是，我悠哉悠哉地继续坐在沙发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平板，沉浸在故事王

国里无法自拔。

慢慢地，太阳公公下了山，等我

回过神来，一看时间，呀！马上就5点

了！妈妈还有一个小时就回家了，我

惊得从沙发上跳了下来，丢掉平板，

手忙脚乱地抓起笔奋笔疾书，埋头苦

干起来。

渴了，我就叫妹妹给我端水；饿

了，就叫妹妹把零食喂到我的嘴里。

时间过得飞快，50分钟，30分钟，10分

钟……我卷子还没写完。此时此刻，

我多希望有三头六臂呀；此时此刻，

我多想时间能够慢些走呀。可事与

愿违，按照惯例还有 5分钟妈妈就该

回来了，我越来越紧张，手心也不听

使唤地开始冒汗，心里像十五个吊桶

打水——七上八下。马上 6 点了，我

已经能够想象妈妈回来后“暴风雨般

的惨烈景象”。

“丁零零……”我一激灵，吓得跳

了起来，闭着眼睛，不敢看门口，这声

音肯定是妈妈回来了。完了完了，我

死定了。

妹妹把电话递过来：“姐姐，妈妈

的电话。”我半眯着眼睛，战战兢兢接

过电话：“妈妈。”“作业做完了吧，在

家把妹妹照顾好，可以玩会儿平板，

如果饿了，先吃点零食。我有急事，

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妈妈说完

挂了电话。

我长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

落了下来。哇塞，重获新生的感觉实

在是太好了。可我一点都不敢再玩

了，专心致志地写起了作业。终于赶

在妈妈回来之前，我圆满完成了任

务，逃过一劫。

直到现在，这个秘密还藏在我的

心里，它不断地提醒我，千万不要有

侥幸心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

过类似的错误。

青神县实验小学
五（6）班 张雨昕
指导教师 汪红梅

我的心爱之物是外婆在去世前，躺

在医院病床上，为我织的一件毛衣，它虽

然没有玩具那么好玩，也不像零食那样

好吃，更不像纪念品那样好看，可这一针

一线里，都满含着外婆对我的疼爱与不

舍。

这件毛衣是外婆劳累一周的成果。

棕色的毛衣像一床温暖的被子，上面有

水花一样的蓝色波浪线条，穿上它，就像

小时候躺在外婆的怀抱里，舒服极了。

这件毛衣和商店里买的不一样，不仅有

外婆的汗水，更是她临死前留给我的“最

后一封信”。

外婆的这封信，是一针针编织出来

的，写满了她的牵挂与关爱。记得外婆

去世前两天，我去医院看她，她双眼满含

血丝，疲惫地半躺在病床上，看到我后，

也舍不得放下手里的毛线。那时，她已

没有太多力气跟我说话，却用颤抖的手

认真为我织毛衣。她为了早一点织完毛

衣，不顾护士的劝阻，也不顾身体的虚

弱，没日没夜地织。

看到骨瘦如柴的外婆这样不心疼自

己，我心如刀割，说不出的难受，眼泪不

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外婆看到了，笑了

笑，用颤抖的双手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

背，小声说道：“不哭了，不哭了，外婆没

事的。”

外婆织的是一件毛衣，却又不仅是

一件毛衣。在她出手术室后，生命就开

始了倒计时，在生命的最后一周，她用针

线写下了对我的希望：“周靖松啊，在以

后的人生路上有很多的波澜，你要勇敢

面对，战胜这些困难，你就会迎来更为广

阔明朗的未来。”

我无法留住外婆，却可以好好珍藏

外婆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五（4）班 周靖松
指导教师 丁莉

语文课上，老师说这节课带我们游览

学校。全班同学一听，顿时沸腾了。接

着，老师又说：“你们写文章没有素材，今

天带你们在校园里找找写作素材，大家可

要认真呀，回来自选素材，写一篇文章。”

大家一听，是写作文呀，原来高兴的劲儿

没有了，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校树“青

青”身边，老师让我们仔细观察这棵树。

说实话，我每天中午去学校食堂就餐都会

经过它，但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它。今天老

师这么一说，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这棵树

果然与众不同，它长在石缝中，树的底部

被岩石挤出一道道凹槽，但它还是郁郁葱

葱、高大挺拔。

老师说：“这棵树在这样的环境下，还

能生长得这么旺盛，可见它是一棵努力生

长的树，不服输的树，它的品质值得我们

学习。所以，学校选它作为校树，是有一

定道理的。”这让我联想到了墙边的小草，

每当春天来临，它们就会苏醒，冲破厚厚

的砖墙，探出脑袋，在春风的吹拂下，一天

天长大。我想，这就是生命吧，只要活着，

就要奋斗。

由此，我又想到了自己，虽然我害怕

体育锻炼，但是每次体育课我都没有退

缩。在学校选拔足球运动员时，我还主动

报名，最终成为学校足球运动员。锻炼时

很辛苦，但是每次想放弃的时候，我都咬

牙坚持，现在发现，原来体育锻炼也并没

有那么恐怖，甚至还有一点喜欢呢。

想着想着，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身处逆

境时，我们虽然不能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

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逆境中好好成

长。校树“青青”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

现在，只要经过校树“青青”时，我都

会驻足，多看上几眼。

南江县下两镇小学
五（1）班 刘昭辉
指导教师 文奇

奶奶做的绿豆饼，好吃！什么时候

自己炸一锅绿豆饼，那是多开心的事啊。

“雯雯，明天我教你。”奶奶的话，让

我兴奋不已，因为，学校也希望我们多做

家务，做个热爱劳动的人。

绿豆饼没有炸的时候，硬邦邦的。

它们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大盘子里，个个

精神抖擞，正等着我来炸呢。锅里的水

气烧干了，“快点倒油，快点倒油！”我怕

油溅到手上，提起油瓶迟迟不敢动。奶

奶一再催促，我才壮起胆子往锅中倒

油。“油多啦！炸绿豆饼用不了这么多。”

我赶紧放下了油瓶。

油开始冒烟了，下锅开炸。绿豆饼

一个一个地跳进了锅中，欢快地泡着热

油澡。看着这么多的绿豆饼，想象着满

嘴流油地吃着绿豆饼的情景，我心里好

高兴。

突然间，我好像听见绿豆饼在说：

“快煳啦！帮我翻个身！”一看，啊呀，我

赶紧拿起筷子，翻了这个翻那个。一阵

忙乱后，第一锅绿豆饼，起锅了。

炸好的绿豆饼，金灿灿的，静静地待

在盘子里。随便拿一个饼，轻轻一拉就

分开了，冒着热气、喷着香味的绿豆饼，

软软糯糯，带点咸味，挺好吃！

第二轮绿豆饼下锅了，泡在油里的

绿豆饼“滋滋”地响着，快活地享受着成

熟的滋味。再炸一会儿，炸久一点或许

更好吃。奶奶走过来，说：“这一面不能

再炸了，该炸另一面了。”我用筷子翻过

来一看——咦，糊了？这最后一锅绿豆

饼，有些饼太软，被筷子夹穿了；有些饼

偏偏与我作对，不是一面煳，就是两面

煳。

唉，我的技术还是不如奶奶，炸出来

的绿豆饼，不是煳的，就是有孔的。下

次，我一定认真炸绿豆饼，炸得好看一

点，炸得更香一点。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五（1）班 程先雯
指导教师 邱达官

童年的秘密童年的秘密

文章语言生动有趣，情节精彩曲折，犹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牢牢吸引住了读
者的注意力，尤其是心理描写非常细腻，字里行间透露出童真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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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语言朴实，含义深刻的文章。作者围绕校树“青青”展开观察，由校树联想到小草，再联想到
自己，层层推进，感悟自然生发。

点
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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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奶奶的
旧布鞋旧布鞋

炸绿豆饼炸绿豆饼

诗歌二首诗歌二首

猫捉老鼠是天经地义
的吗？不，在作者眼里，弱
者都值得同情。读完这首
小诗，谁不会为善良的作者
感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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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麻雀的歌声通常都
比较短促：叽叽，啾啾。它
们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什
么时候唱就什么时候唱，这
种感觉就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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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篇点明“我”的心爱
之物是外婆织的毛衣，用平实
质朴的语言写了毛衣的来历，
将外婆对“我”的爱、“我”对外
婆的情交融在一起，读来让人
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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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净青椒切成片，肉解冻后
切成丝，放进油锅炒起来”，作者
通过文字将“炒青椒肉丝”的全过
程写得清清楚楚。劳动课上学知
识，回到家中做一做，为这名勤于
动手实践的农家少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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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场景描写，配上简
洁的人物语言，加上恰当的心理
活动，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另
外，从“品尝美食，乐于动手”这
一方面来讲，更体现了学校劳动
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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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爱之物我的心爱之物

因本报采用邮政
快递寄样刊，请在作
文后附上收件人的联
系地址和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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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奶奶一直舍不得
丢的旧布鞋入手，用点点滴
滴的生活小事突出了奶奶勤
俭节约的品质，并将这种美
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奶奶一天到晚地干农活，真是太辛

苦了。趁着周末，我来炒份菜给奶奶尝

尝。哈哈，走进厨房，系上围裙，说干就

干。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块瘦肉，放进碗

里解冻。刚从菜地采摘的青椒，新鲜嫩

绿，凹凸有形。青椒放入盆中，打开水龙

头，抖落水珠的青椒，像一个个衣着光鲜

亮丽的孩子。干净、光滑的绿皮青椒，摆

上了菜板。

切掉青椒一端的柄，我举起明晃晃

的菜刀，“咻”的一声切下去。青椒骨碌

滚到一边去了。它可真调皮，像个故意

跟我捣乱的娃娃。奶奶怎样切青椒的

呢？

哦，我灵光一闪，左手摁住青椒凹下

去的地方，右手用菜刀切。“咔嚓”一声，

青椒变成两半。摁住其中一半继续切。

青椒片切好了，装进盘子。

解冻后的猪肉，变得软软的。“先切

片，再切丝。”劳动课上老师的话我记得清

清楚楚。如照切青椒的方法来切肉，那可

是很难办到的。刀往下一切，切不动。看

来，比切青椒的难度大多了。若不用一点

力气，休想让肉“乖乖地”成为肉片。

此时的我左手按住肉，右手拿着菜

刀，一前一后“拉锯式”地用力切。太好

了，终于切下一片。使用同样的方法，将

肉片切成丝。耶，肉丝终于切好了。

铁锅灶上放，抽油烟机工作，拧开燃

气，倒入食用油。一会儿，锅里冒油烟，

我迅速把肉丝倒进去。“滋啦”一声，像什

么东西爆炸一样，顷刻间，锅内升腾起一

股烟。肉丝在锅铲的作用下，不停地翻

啊翻。青椒、蒜瓣与花椒粉裹着酱油，全

程陪伴着肉丝在油锅中“且歌且舞”。

“星星，你炒的青椒肉丝好香哦。”翻

动的锅铲，跳动的青椒，金黄的肉丝，诱

人的香味，竟然把奶奶和妹妹吸引到了

厨房。看着满满一大盘的青椒肉丝，奶

奶笑了，我也笑了。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五（1）班 唐星星
指导教师 邱达官

炒青椒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