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的清晨，细雨蒙蒙，湿润凉

爽。

我们起了个大早。奶奶说，回乡

不易，当然要感受家乡特色，咱去秦

镇吃碗凉皮吧。

秦镇离家不远，没走几里路便

闻到饭香扑鼻。一碗凉皮，丝滑软

嫩、唇齿留香；一个肉夹馍，肥而不

腻、软烂入味；再配一瓶“冰峰”，甜

爽可口、清凉解渴。盘中早餐，传递

着回乡的暖意，味蕾告诉我：我回家

了。

家乡的中午，雨过天晴，阳光明

媚。

“知道你回来，奶奶昨天一大早

就去集市，买了你最爱吃的里脊

肉！”厨房里传来奶奶的声音。我兴

奋地跑进厨房，只见一大块鲜美的

里脊肉被切成小块，裹着面粉，与鸡

蛋液搅拌均匀，正在油锅里翻炒。这

是奶奶独创的做法，这样炒出来的

里脊肉色泽金黄、外酥里嫩，仅一小

碗，就令我满口生津。不止里脊，喷

香的米饭、细脆的土豆丝、弹嫩的豆

腐、鲜美的鱼汤……满桌皆是我的

心头好。看着我狼吞虎咽，奶奶心满

意足地哈哈大笑。盘中午餐，是奶奶

的心意，味蕾告诉我：我回家了。

家乡的傍晚，夕阳西下，晚霞满

天。

奶奶早已把我回乡的消息传遍

七大姑八大姨，于是全家人相约烧

烤摊。一串串鲜美的烤肉，串的是一

家人说不完的情感；一杯杯美酒，盛

的是一家人道不尽的祝福。盘中晚

餐，是亲情的温馨，味蕾告诉我：我

回家了。

回乡的快乐时光总是那么短

暂，很快，我又回到了城市继续学习

生活，此时的盘中三餐，可能是早

起时的热米皮，可能是餐厅里的

糖醋里脊，也可能是学校食堂的

肉串……熟悉的滋味，却无法吃

出熟悉的感觉。想起秦镇地道的凉

皮，想起奶奶高超的厨艺，想起亲人

的温馨团聚。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思念故乡

的盘中餐，思念那盘中的味、情……

味蕾告诉我：我想家了。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初三（1）班 韩羽铭
指导教师 惠军明

阳光穿过云层，暖暖地洒在舞

台上，一场充满活力的合唱比赛，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拉开帷幕，紧

张与期待如调皮的音符，在我们心

底交织、跳跃。

比赛前一周，排练室里满是忙

碌的身影。大家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发音、打磨和声，同学们的歌声从

最初的杂乱无章，渐渐变得整齐又

动听。指导老师耐心地纠正每个细

节，从表情管理到动作编排，都力

求尽善尽美。

比赛当天，舞台下观众如潮，

精彩的表演接连登场。现场气氛越

热烈，我们就越紧张，大家跺跺脚、

深呼吸，握紧拳头互相加油打气，

老师也给了我们充满力量的拥抱，

让紧张的情绪稍稍缓解。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站在灯

光耀眼的舞台上，我的心里像有小

鹿乱撞，脸上却努力挤出笑容。音

乐响起，《Fall Leaves》舒缓的旋律，

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五彩斑斓的森

林，同学们配合默契，歌声悠扬。一

曲唱罢，我们踏着《七色光之歌》欢

快的节奏，瞬间将现场气氛点燃。

大家晃着脑袋，用身体打着节拍，

每个人都沉浸在歌声里，用满腔热

情传递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歌声刚停，台下便响起如雷般

的掌声。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疲

惫都化作欣慰的笑容。回想这次比

赛，我们收获了宝贵的团队协作经

验，更感受到音乐的独

特魅力，在成长的道路

上，留下了一段美好的

回忆。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2019级2班 刘容羽

指导教师 陈思朵

当温热的风轻拂面庞，清脆

的蝉鸣似欢快的鼓点奏响夏日

的序曲；当娇艳的荷花像害羞

的仙子亭亭玉立，夏，这个活

泼的精灵，蹦跳着闯入人间。

初夏的味道，藏于水果

摊的缤纷里。枇杷似金黄的

小灯笼，茸毛轻覆。剥开，果

肉莹润，咬下，酸甜汁水迸

溅，在舌尖漫开。杨梅如紫

玉玛瑙，泛着迷人的光泽，

入口，酸酸甜甜，味蕾瞬间被

唤醒，那滋味，让人欲罢不

能。

初夏的味道，飘在街边烧烤

摊的烟火中。夜幕降临，炭火燃

起，羊肉串在架上“嗞嗞”作响，油

脂滴落，似烟火绽放。孜然粉、辣椒面

的香气混着肉香，直钻鼻腔，让人食

指大动。坐在街边，吹着初夏的晚风，

吃着烧烤，无比惬意。

初夏的味道，融在奶奶熬的绿豆

汤里。奶奶精心挑选绿豆，加水慢煮。

绿豆在锅中翻滚，渐渐软糯，豆香四

溢。加入冰糖，待其融化，一碗碗清凉

的绿豆汤便成了。轻抿一口，绿豆的

软糯、冰糖的清甜在口中交融，凉意

顺着喉咙滑下，驱散暑热，仿佛给燥

热的心注入一股清泉。

初夏的味道，弥漫在雨后清新的

空气里。一场夏雨过后，空气中满是

泥土的芬芳与青草的香气，那是大自

然最纯粹的馈赠。我漫步在雨后小

道，泥土松软、脚印浅浅，花草挂着晶

莹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深吸一口

气，清新的空气沁入心肺，宁静又惬

意。

初夏之味，是水果的清甜、烧烤

的烟火气、绿豆汤的清凉、雨后的清

新……我爱这初夏之味，也爱这充满

生机与诗意的季节。

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五（8）班 陈芝萱
指导教师 伍小青

在我的心里，藏着一个无比

珍贵的秘密基地，那就是爷爷的

水蜜桃园。每当夏日的微风轻轻

吹过，那淡淡的桃香就会悄悄溜

进我的梦里，带着爷爷温暖的笑

容和无尽的爱，在我心中泛起层

层涟漪。

小时候，爷爷的水蜜桃园对

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魔法世界。春

天，桃花盛开，整个园子都变得粉

嘟嘟的，特别漂亮。我会跟着爷

爷，穿着小雨靴，在泥泞的小路上

走来走去，看着爷爷细心地给每

一棵桃树浇水、施肥。爷爷总是笑

眯眯地说：“桃子啊，就像小孩子，

得好好照顾，它们才会长得又大

又甜。”那时候，我觉得爷爷是世

界上最有耐心的人。

夏天一到，桃子成熟了，一个

个圆滚滚、红扑扑的，挂在绿叶

间，那抹红像极了爷爷脸上的红

晕。爷爷会挑几个又大又甜的桃

子给我尝，那味道，简直甜到心里

去了！每次吃桃子，我都会想起爷

爷弯腰在树下忙碌的身影，还有

他那双布满皱纹却异常温暖的大

手。那时候，我觉得爷爷种的桃子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桃子。

可是，时间过得真快，爷爷慢

慢变老了，腰也弯了，腿脚也不方

便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桃

园里忙前忙后了。每次放假回家，

看到桃园里少了爷爷忙碌的身

影，我的心里就空落落的。但我知

道，爷爷的心还是和他的桃子在

一起，因为他总是念叨着：“桃子

又该熟了。”

虽然现在我不能常常回老

家，但每次在街上看到水蜜桃，我

都会忍不住让爸爸妈妈买几个。

虽然它们可能没有爷爷种的那么

甜，但吃在嘴里，我还是能想起爷

爷的笑脸，想起我们一起在桃园

里度过的快乐时光。

有时候，我会在梦里回到那

个充满桃香的园子，爷爷还是那

样精神，我们一起在树下摘桃子，

笑声洒满了整个桃园。醒来后，我

心里还是暖暖的，因为我知道，无

论我走到哪里，爷爷的水蜜桃园，

都会是我心中最柔软、最甜蜜的

地方。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六（7）班 张珂源
指导教师 段鸥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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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味

文章以“盘中餐”为线索，
巧妙串联起回乡的记忆，展现
了浓郁的思乡之情。作者善
用感官描写，以细腻的味觉刻
画，让食物成为情感的载体，
思乡，不仅思念家乡的食物，
更思念食物背后的亲情。

点
评

“五月五，是端午，划龙舟，敲大鼓……”每当唱

起这首歌谣，我便知道粽香弥漫的端午节又到了。

端午节这天清晨，享用过妈妈精心准备的美味

早餐后，奶奶微笑着走过来对我说：“今天奶奶教你

包粽子，好不好？”“好呀！”我兴奋地回答，心中满是

期待。

开始包粽子了，只见奶奶熟练地拿起两片洗

得干干净净的绿色粽叶，轻轻一折，粽叶便神奇

地变成了漏斗形状。紧接着，奶奶用勺子将泡得

晶莹饱满的糯米小心翼翼地舀入粽叶中。随后，

她又放入几块色泽诱人的腊肉，再舀一勺糯米

将腊肉盖住。最后，奶奶手指灵活地翻转、折叠，

用绳子将粽子紧紧缠住。眨眼间，一个小巧玲珑、

有棱有角的三角形粽子就包好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牢牢记住每一个动作后，

便迫不及待地上手包粽子了。食材和粽叶总是不听

使唤，我紧张得汗水不停地流。在奶奶的指导下，我

终于包出了一个成形的粽子，虽然不太好看，但奶

奶不住地夸赞，我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包好的粽子被奶奶一一放进锅里蒸煮。不一会

儿，厨房里便弥漫着粽子的香味。奶奶掀开锅盖把

热气腾腾的粽子盛进一个大盘子里，端上了餐桌。

我正准备去叫爸爸妈妈和爷爷一起来品尝，没想到

他们早已被这诱人的香气吸引，围坐在了餐桌前。

我迅速剥开一个粽子，淡黄的糯米混合着腊肉

的香气瞬间散开。咬上一口，软糯的口感在舌尖蔓

延，那滋味让人陶醉。“太好吃啦！”我一边吃，一边

口齿不清地赞叹着，几口就“消灭”了一个粽子。奶

奶在一旁看着我，满眼慈爱地说：“慢点吃，别噎着

了。”

端午节，除了品尝美味的粽子，还有挂艾草、熏

雄黄、划龙舟等有趣的习俗。据说，挂艾草能驱邪祈

福，保佑家人平安健康，而吃粽子、赛龙舟则是为了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这个节日，让我感受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通江县李先念红军小学
三（3）班 何梓晴
指导老师 何晓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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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回忆了与爷爷在水
蜜桃园共度的美好时光，通
过四季变换展现桃园的生机
与祖孙间的深情，文笔细腻、
情感真挚。

妈妈有一双巧手，在我眼中，这双手就像拥有魔法

一般。

妈妈的手细细长长，手指尖尖的，看上去很秀气。

这双手做起面食来，简直妙不可言。

记得有一次，妈妈要做小兔子面团。她先把面粉倒

入盆中，然后一点点加水，用手指轻轻搅拌，那动作不

紧不慢，就像给“面粉宝宝”挠痒痒。和好面后，妈妈把

面团放在案板上，手指在上面按压、揉搓，不一会儿，面

团就变得光滑。接着，她揪下一小块面团，在掌心揉成

圆球，然后用手指轻轻一捏，一个圆圆的兔子脑袋就出

现了。妈妈又用剩余的面团搓出细细长长的条，做成兔

子的耳朵。瞧，那耳朵竖得老高，好像在聆听周围的动

静呢。最后，妈妈挑出两颗饱满的黑豆，按在兔子脑袋

上做眼睛。当蒸好的面团小兔从蒸笼里“跳”出来时，那

白白胖胖的模样，简直萌化了我的心。

妈妈的手不仅能做出好看又好吃的面食，还能做

出各种美味佳肴。就说可乐鸡翅吧，洗净的鸡翅需要先

划几道口子，妈妈用刀刃在鸡翅上轻轻滑过，留下整齐

的痕迹，仿佛在给鸡翅做一次特别的按摩。鸡翅入锅，

“嗞嗞”作响，不一会儿，就变成了金黄色，倒入可乐，盖

上锅盖，厨房里渐渐弥漫出诱人的香气。等可乐鸡翅上

桌，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放入口中，那香甜的滋味瞬

间在舌尖散开，让人回味无穷。

妈妈的巧手为我变出了无数美食，也变出了我幸

福快乐的童年。

成都市金沙小学
三（1）班 李辰宁
指导教师 刘芊玏

作者开篇描写妈妈手的特点，引出“巧
手”主题，然后用做美食展现妈妈的手巧，结
尾升华主题，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和爱。文章
语言生动、充满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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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作者从包粽子、吃
粽子，写到端午节习

俗，观察细致
入微，行文流
畅 、层 次 分
明。结尾升华
情感，传递出

对传统节日
的热爱。

点 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作者以朴实的语言，描写了“大管家”舅
舅的刚正不阿、热爱钻研、“爱管闲事儿”，将以
“食”为天的食品安全守卫者刻画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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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灵动的笔触描绘了初
夏的“味道”，修辞使用精妙，充满
意境，字里行间流淌着对初夏这个
季节的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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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赛前的反复练习，写到
赛中的默契展现，再到赛后的收获
满满，叙事清晰、情感真挚，将比赛
的台前幕后生动展现，凸显了团队
精神与作者的成长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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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中餐

为了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一群以“食”为天的安全守

卫者默默守护在我们身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食品安

全守卫者”——我舅舅的故事。

我的舅舅是一所小学的食堂负责人，管理着3000多名

师生的“吃饭”问题。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喊他一声“大管家”。

“大管家”每天的工作都充满了“烟火气”，他对食材的新鲜

度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只要通过看食材的外表、闻食材的味

道、问食材的产地、摸食材的温度，就能判断出食材是否新

鲜，大家都笑称他是“食材老中医”。

“大管家”刚正不阿。有一次，一个猪肉供货商送来一块

有些冻手的肉，舅舅一摸便说：“你这肉是昨天放冷藏柜里的

吧，不行，重新送新鲜的来。”供货商赔着笑脸悄悄说：“就在

冷藏柜里放了一晚上，没事的，通融通融。”只见“大管家”大

手一挥，马上拉下脸来严肃地说：“学生饮食安全大于天，马

上将肉拖回去，重新送新鲜的来，不然我立刻向学校反映，取

消你们的供货资格。”供货商羞红了脸，连声道歉，马上安排

更换新鲜的猪肉。从此，再也没有供货商敢在舅舅面前瞒天

过海。

“大管家”酷爱钻研。他时常说：“小孩子正在长身体，学

校的午餐不能随便对付，它担负着给学生提供营养的重任，

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吃得美味、吃得快

乐。”荤素如何巧妙搭配？各种肉类怎么做最好吃？一些学生

不爱吃的胡萝卜、苦瓜等怎样变着花样做让学生高兴地吃？

这些都是“大管家”关心的问题。每天晚上，“抖音”半小时、美

食栏目“半小时”是他固定的学习时间，学习膳食的营养搭配

和烹饪，精心安排每周的食谱，大家都呼吁他开个账号，做个

美食博主呢。

“大管家”还爱“管闲事儿”。看见学校周边的小摊贩，他

“嫉恶如仇”，一个个摊位挨着去劝说：“你这个面团上全是

灰尘，还要煎来卖呀？”“你这个炸鸡腿一看就是昨天的

吧！”……摊主们背后都说他比市场监管人员还严格。看到

中午悄悄把剩饭倒掉的学生，舅舅总会轻轻拉住学生，告诉

他们：“‘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要爱惜粮食，不能

浪费。”就是这样“爱管闲事儿”的“大管家”却受到了越来越

多人的尊敬和喜爱。

我的“大管家”舅舅，已经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岗位上默

默耕耘了20载。像舅舅这样的食品“大管家”还有很多，他

们以一粒米、一餐食为“人生大事”，守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七小校
六（5）班 尹映筱
指导教师 沈远芬

我的“大管家”舅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