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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每

逢除夕，家家户户的习俗就又都变得

一样了。除夕夜，许多人的餐桌上都

会出现“它”。我想，聪明的你一定猜

出了我说的是什么。没错，就是饺子！

除夕的下午，贴好对联，打扫完卫

生，我们全家人便走进厨房忙碌了起

来。爸爸力气大，揉面的活自然交给

他。妈妈是拌馅能手，剁馅、调味都难

不倒她。我负责剥蒜，妹妹负责给大

家加油。“咚咚”“锵锵”……厨房里奏

起了交响曲。不一会儿，一块软硬适

中的面团出现在爸爸手中，而粉红色

的肉泥与翠绿的蔬菜则在妈妈手中融

为一体。白嫩嫩的蒜瓣，你推推我，我

挤挤你，都想从我手里溜走。不过，有

妹妹这个“巡查官”在，再机灵的蒜瓣

都没法逃脱。

准备工作做完，饺子开包。爸爸

先将面团分成好几块，而后将面团搓

成长条，接着，把长条切成一个个小圆

柱。这时，就轮到我和妹妹出场了，我

们用手掌把圆球压扁。妈妈则站在桌

子边擀我们压扁的圆球。不多时，案

板上便出现了一堆饺子皮。这就到了

爸爸大展身手的时候。只见爸爸左手

拿起一张饺子皮放在手心，右手夹起

一团馅料放在饺子皮中间，然后将皮

对折成半圆形，用手指轻轻一捏，一个

“小元宝”就卧在了爸爸手心。我看爸

爸包饺子包得很轻松，便也跃跃欲试，

试着包起了饺子。虽然我包的饺子形

状不太规整，但爸爸妈妈却赞不绝口，

他们纷纷夸我包得好，惹得妹妹都想

尝试了。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一边聊

天，一边包饺子。饺子下锅后，妈妈起锅

烧起了油。等油热后，妈妈将油倒进了

蒜泥里。“吱吱”几声，蒜的香味就飘出来

了。当一盘盘饺子端上桌，我们夹起一

只饺子蘸上醋和蒜泥，那味道美极了！

吃完饺子，我们会一起看春晚、放

鞭炮。尽管外面天气很冷，但我们的

心中却充满幸福。

饺子虽小，个个含情。

甘肃省酒泉市西大街小学
六（3）班 满庆睿
指导教师 吕美芳

看着冬雪掉落在树枝上，我的

心里又喜又悲。喜的是，玩雪、赏

冰花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之一；

悲的是，冷冽的风呼呼吹，万物都

好似失去了生机。

尽管寒风凛冽，我仍然迫不及

待地穿上厚重的冬衣，冲向那片银

装素裹的世界，和小伙伴们开始了

一场刺激的雪仗。笑声和欢呼声

在空气中回荡，我们互相扔雪球，

躲避着对方的攻击，享受着冬天的

乐趣。

除了玩雪，我还喜欢观赏冰

花。清晨的时候，我会小心翼翼地

走出家门，欣赏那些在窗户上结出

的冰花。它们形状各异，有的像树

叶、有的像花朵，还有的像小动

物。我用手轻轻地触摸它们，感受

那冰凉的触感，仿佛能让我忘记一

切烦恼。

在冬天里，我还喜欢做一件特

别的事情——堆雪人。我会和家

人一起滚雪球，堆起一个大大的雪

人。我们给它戴上帽子、围上围

巾，让它看起来更加可爱。有时

候，我们还会给它加上一些装饰

品，比如胡萝卜做的鼻子、煤炭做

的眼睛等。堆完雪人后，和家人一

起欣赏我们的作品，有满满的自豪

感。

除了玩雪和赏冰花，冬天还有

一件让我期待的事情——春节。

在春节期间，家人团聚在一起，享

受美食和欢乐的时光。我会穿上

新衣服，收到红包和礼物。同时，

我们还会一起包饺子、贴春联、放

鞭炮等。这些传统习俗让我感受

到了浓浓的年味和家的温暖。

虽然冬天带来了寒冷和沉寂，

但它也带来了独特的美丽和乐

趣。我爱冬天，因为它让我感受到

了生命的美好和希望。无论冬天

的寒冷如何肆虐，春天的生机总会

如期而至。

武胜县龙庭小学校
六（1）班 唐靖轩
指导教师 伍小青

过春节，也叫过年。在我们老

家，过年必不可少的事有放鞭炮、放

烟花、吃年夜饭、在小河沟里挖山螃

蟹、发红包等。

由于爸爸妈妈工作很忙，一直忙

到年三十，爸爸才开车带着我们一家

四口从攀枝花市出发，赶回宁南县老

家团年。爸爸说：“到老家需要五六

个小时的时间。”路上听着车上的音

乐，望着窗外的风景，我问爸爸：“为

什么我们过年都必须赶回老家去

呢？”爸爸说：“老家是我们的根，无论

我们走多远，在每年的年三十晚上都

要赶回老家去，我们不能忘本。”

回家的路有些长，我渐渐睡着

了，睡梦中我的耳边突然响起爸爸

的声音：“快到家了。”我立即从梦中

惊醒，兴奋地坐起来，向车窗外望

去，远远地看到门口有两个身影，爷

爷奶奶早已在那里等待。我大声喊

着：“爷爷奶奶，我回来过年啦！”爷

爷奶奶笑着说：“回来好，回来好。”

时隔一年，院子里那棵李子树长高

了不少，奶奶打量着我说：“我的孙

子也长高了不少。”

听妈妈说，她小时候过年最大

的愿望是想有一套新衣服，年三十

晚上就要穿上新衣服睡觉，舍不得

脱。而现在的我，过年似乎没有什

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压岁钱、新衣

服、玩具等，我都不感兴趣。

闲来无聊，我便怂恿着妹妹去

叫小姑带我们去屋后的小河沟里挖

山螃蟹。小姑不好推辞，便带我们

去了。我们来到小河沟边，小姑一

边挖，一边跟我们讲：“抓山螃蟹是

有技巧的，如果你看到河沟里有许

多洞，就用你的食指伸进去挖。”听

她说，山螃蟹有时还会挖一些空洞

来迷惑敌人呢。小姑一口气抓了好

几只山螃蟹放在塑料瓶里，我和妹

妹都乐开了花。

夜幕降临，准备吃年夜饭了。

爸妈把亲戚们都叫了过来，大家在

一起好热闹啊！席间，大人们说着

祝福语，聊着今年的收获和对明年

的展望，还给我们发了压岁钱，我和

弟弟妹妹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吃完年夜饭，大人们坐在篝火

旁聊天，小孩们则跟着我一起出去

放烟花。我们把烟花插在地上和石

缝里，点燃引线，只听见“砰—砰—”

一连串烟花声，原本漆黑的夜晚，被

这突如其来的五光十色渲染得光彩

夺目。望着一朵朵烟花在空中绽

放，小孩子们跳的跳、舞的舞，高兴

极了。在噼哩啪啦的爆竹声和欢声

笑语中看着美丽的烟火，我突然想

起了那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

这个新年，是我过得印象最深

刻的年，我体验了许多农村趣事，看

了许多美丽的烟花，听到了许多欢

声笑语。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过

年都要赶回老家去。因为在老家有

爷爷奶奶的关心；有一家人围在一

起的欢声笑语；有小姑带我们挖山

螃蟹的快乐；有夜空中光彩夺目的

烟花……这时，我的耳边又响起爸

爸的声音：老家是我们的根，无论我

们走多远，都不能忘本。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陈俊宇
指导教师 薛加春

盼望着、盼望着，我喜爱的春节到

了。

春节前，奶奶买来糯米，打成米浆，

备好汤圆面。妈妈用糖、花生、芝麻等做

汤圆馅。好开心呀，我最爱吃花生芝麻

馅汤圆了。

从成团的汤圆面中扯下一小坨，轻

轻地搓成圆球，再用大拇指按着中间，

慢 慢 旋 转 ， 汤 圆 球 中 便 出 现 一 个

“坑”，像鸟巢一样，这用来装馅。取适

量汤圆馅，把馅稍微捏圆，放进汤圆皮

的“坑”里，掀上四周的面皮，边掀边

转，感觉类似做小笼包。随后，放在手

心轻轻地搓，搓着搓着，一个圆溜溜的

汤圆就包好了。嘿嘿，圆滚滚的“身

材”，怪不得叫“汤圆”啊。

做好的汤圆整整齐齐地排在案板

上，就像一队等待命令的士兵，个个精神

抖擞，神采奕奕。锅里的水烧开了，一个

个汤圆开开心心地跳进水里，它们唱啊、

跳啊，随着水的沸腾载歌载舞。看吧，圆

溜溜的汤圆浮上了水面，个个光滑、润

泽、晶亮，可爱至极。加少许红糖润色，

放一勺醪糟调味，舀上三四个，用筷子轻

轻一夹，哇，香气扑鼻，令人食欲大开。

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香甜软糯，嗯，好

吃！吃了一碗再来一碗。

晚饭过后，一家人围坐火炉边，火旺

旺的，全身暖暖的。“现在，我给你们一样

东西，猜猜看，是什么？”妈妈神神秘秘地

问我和妹妹。精美的发夹？不是。想要

的课外书？也不对。好看的玩具？更不

是。猜来猜去，我们还是不知道。只等

妈妈来揭晓谜底。

正疑惑着，妈妈从衣兜里掏出一个

红色的、巴掌大的东西。哇，红包！我和

妹妹高高兴兴地收下红包。妈妈说，过

春节时大人给小孩发的红包叫“压岁

钱”，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殷切希望，祝

愿孩子们岁岁平安、健康成长。原来还

有这层含义啊，难怪大人们每年过春节

都会给我们发红包。

夜色越来越浓，家家户户门前挂的

灯笼更亮了。我们来到屋外空地，燃放

烟花。五彩的烟花，将春节的夜空装扮

得更加美丽。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六（1）班 唐星星
指导教师 邱达官

“爆竹声中

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小

朋友们欢快的

吟诵声让整条

街道充满喜庆

的气氛。于是，我开始寻找“年”的

足迹。

快过年了，年味在大街上。路

旁的树木被人们装点得喜气洋洋。

树枝上长满了各种形状的灯，星星

形、月亮形、“春”字形的灯……

每到夜晚，它们就闪烁着不同颜色

的光，如同夜幕中的颗颗繁星，把

整条大街点缀得明亮美丽，成了灯

的海洋。

彩灯树下，人来人往，十分热

闹。你瞧！这位乡间老妇人牵着小

孙女的手，慈祥地讲着有关“年”的

传说。小孙女吃着冰糖葫芦，眼睛

时不时地看看奶奶，开心极了。那

位中年妇女背着一个背篓，里面冒

出红彤彤的东西，仔细一看，窗花、

对联、烟花、火炮……原来是满满一

背篓年货。

快过年了，年味在新广场。几

条巨龙横卧中央，威武的龙头，鲜红

的龙身，再配上一条美丽的尾巴，神

气！几个工作人员站在中间，小声

商量着什么，显然，这个“龙模型”尚

未完工。大朋友小朋友，都在驻足

观看，啧啧称奇，期待着“画龙点

睛”，好一饱眼福。

快过年了，年味在小区里。大

树、小树、高树、矮树上，都挂满了鲜

红的纸质小灯笼，真是“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红花开”。快看栏杆

上和大门口，还挂着一串一串小彩

灯，夜幕降临，就会闪烁着各种光

芒，就像一群五颜六色的萤火虫，梦

幻极了！

快过年了，年味在家中。地

面、墙壁、各种家具，都被打扫

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

房前的院子、屋后的水沟，也被

外婆打理得井井有条。大门两侧

贴着对联：“金龙献瑞乐万家春满

神州花似锦，玉兔呈祥福千里岁

更盛世美如霞——福乐双全。”大

门中央那个大大的“福”字，纸

色鲜红，墨迹饱满，喜庆极了。

窗户上，贴着各式各样美丽的窗

花。哇！我的卧室门上还出现了两

只龙宝宝。我想起来了，我是属龙

的，妈妈真有心。

年的足迹无处不在，我找到了，

它在每一个角落里。我等着、盼着，

盼着新广场的巨龙腾飞，也盼望自

己在新的一年里能成为快乐的“龙

宝宝”。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6）班 匡云溪

刚过完年，大家都回了老家，得

了不少压岁钱吧!

我的抽屉里面也有不少压岁

钱，大多数都是崭新的，只有一张百

元大钞，不是新的，而且还皱皱巴巴

的。可是，我每次拿钱买东西，都舍

不得用那一张。

记得大年三十晚上，家人们济

济一堂，有的在玩扑克牌、有的在吃

各种美食、有的在聊天，而我呢，一

边吃零食，一边看春晚。我扭头拿

零食的时候，发现爷爷在数钱，也许

是爷爷的手比较干燥，数了一张，下

一张迟迟数不出来，好像钱打不开

的样子。“爷爷，您为什么要数钱

呢？”爷爷说：“明天是大年初一，我

要提前准备好给你们发压岁钱呀！”

正说着，奶奶吆喝道：“醪糟粑好啦，

每人一碗，不要抢啊！”大家都开心

地去吃醪糟粑了。

终于到第二天早上了，我早早

地起了床，迅速地穿上衣服，下楼拜

年去了。

当我拿到爷爷给的压岁钱时，

眼前立刻浮现昨晚爷爷数钱的样

子。我不禁想到：这一百元钱，爷爷

需要锄好多地，春天要去播种，夏天

要去浇水、除草，秋天丰收了，爷爷

要去割麦子，然后用小车一车一车

地收回来，再用机器脱壳，拖到镇上

去卖，或者养一些鸡，每天喂它们，

最后把喂肥的鸡卖掉。这一百元，

得来如此不易，是真正的“血汗

钱”。可是爷爷发压岁钱时，却毫不

犹豫地把它给了我们。

我接过爷爷给的压岁钱，望着爷

爷慈祥的笑脸，感觉浑身暖洋洋的。

这是朋友间给不了的感情，因为它有

一个特殊的名字——亲情。亲情是

我们努力奋斗、战胜困难的动力，家

人的怀抱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

温暖我们的一瞬间，可能是一

杯奶奶端来的温开水，可能是你饿

极了时，妈妈递过来的一个包子，或

是一笔长辈给你的“压岁钱”。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五（9）班 樊书兰
指导教师 何小梅

点 评

文章生动地描绘了除夕这天一家人包饺子的温馨场景，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情感表达，让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幸福。语言流畅、层次分明，文中穿插的互动
使得整篇文章更加生动有趣，充满了生活气息。

寻找寻找
年味年味

点 评

作者用善于发现的眼睛，
寻找身边的年味。年，在大街
上、在小区里、在家中，在我们
身边的每一处“风景”里。细腻
的文字、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
用，带领读者身临其境，沉浸在
欢乐的年味中。

我喜爱春节我喜爱春节

点 评

过春节，真热闹，大人小孩都
欢笑。作者选取“汤圆、压岁钱、烟
花”等春节特有的代表性事物，通
过描写的场景，向读者呈现了一个
欢乐祥和的传统佳节。

冬日之乐

点 评

作者描绘了冬天的美丽
和乐趣，生动地展现了与雪共
舞、赏冰花、堆雪人以及过春
节的情景。语言流畅、情感真
挚，让人感受到作者对冬天的
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老家的年老家的年

点 评

作者用充满真情的文字记
录了在老家过春节时，吃年夜
饭、挖山螃蟹、放烟花的趣事，
记录了爷爷奶奶对自己的关
心。亲情的温暖让作者明白
了：老家是我们的根，无论我们
走多远，都不能忘本。文章情
感真挚，读来令人动容。

爷爷的压岁钱

点 评

作者描绘了回老家过年，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场景。可贵在作者
能从大家习以为常的压岁钱中想到爷爷挣钱的不易，体会到亲情的珍
贵，也表达了对长辈的感恩之心。 围炉煮茶

广安市广安区富源小学六（3）班 黄汐瑶
指导老师 唐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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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饺子包饺子

点 评

点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