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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它不仅拥有美
丽的风景和丰富的文化，更有着坚韧不拔
的人民。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总是
能展现出无比的勇气和决心。

记得 2022年 8月，高温持续，突如其
来的山火牵动着重庆人民的心，火势没有
得到及时的控制，逐渐蔓延，火龙疯狂舞
蹈，火苗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噼里啪啦的
爆裂声，随着风势蔓延至连绵的山脉。所
到之处只剩下一片焦土、遍地灰烬。漫天
的火光连成一片，人们的心也揪成一团。

山火在咆哮，而护一方百姓是使命，
各路力量迅速集结，他们牢牢拧成一股
绳，用身躯铸成了一道长城，以血肉之躯，
守护身后人民群众的安全。陡峭的山路，

导致物资难以运送上山，“灾难面前，不当
一个旁观者。”一批“山城骑士”自发集结，
赶来支援。他们背上背篓，装满物资，一
次次向着山中疾驰而去。17岁的林栋梁
摔倒了在摩托车的轰鸣声中又爬起来，几
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烈火英雄龙麻子来不
及饱饱地睡上一觉，又奔赴火场，“红蝴蝶
女骑士”吴朴慧成为抗灾前线最靓丽的风
景线，这一刻，“人心齐，泰山移。”仅仅奋
战四个多小时，就扑灭火线八百多米，清
理烟点近二百多处。

正在大家都沉浸在喜悦的时候，却突
然传来了一个噩耗：风力太大，风向改变，
引起了飞火引燃的现象，让人无法靠近。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手持管口的消防

员对着山火喷水，火星迅速窜起钻进了四
周的植被。很快，火苗壮大起来。可是，
风让火势增大只是一瞬间。很快，火势又
被消防员制服了。为了上前线支援，他们
喊出的口号是“我是党员”“我当过兵”“我
参加过汶川救灾”……决战山火的那一
刻，左边的红色是肆虐的山火，右边的蓝
色是抗击山火人群的头灯。他们扛着责
任勇往直前，山火被远远甩在身后，他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最美逆行”。这场火
烧了整整五天五夜，一百多个小时，六千
多分钟，三万多秒，实现了人员“零伤亡”。

我想说，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红
的赤诚，岩的坚韧，山的担当，江的奋进。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应以他们为榜样，踏

踏实实地学习，一步一步前进。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发扬这种精
神，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我们都会勇往
直前，无畏无惧。因为重庆有一群勇敢的
人，我们有一座英雄的城市。

这篇作文围绕“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
展开，开头点明中心，内容结构完整，层次
清楚，叙述有逻辑，详略得当，段落划分合
理，使用了必要的修辞手法，语言流畅，结
尾有总结和升华。但在一些细节上还可
以进一步优化，使文章更加精炼和生动。

（指导老师 莫秀兰）

“爸，去哪儿呀？”
“到老家修房去。”
噢，我这个跟屁虫当然得去啦。
啊！有三间瓦房的屋梁坍塌了，野草

疯长，藤蔓乱钻，连葛根也从石缝里跑到
厨房来了，没掉落的瓦梁，摇摇欲坠，让人
心惊肉跳，特别是烟囱，长满三七藤，还东
歪西拐。爸爸打趣地说：“我和你二爸离
家二十多年了，城市化也近二十年了，再不
回来看看，你公公的基业就快成废墟了。”

我当然嘟囔犯难：“看爸和二爸怎么
变出个新房来？”

楼梯向舅婆借的，天刚微亮，6点18
分，说干就干。“这些瓦都不要了，直接扔
在坝子里。”爸爸告诉二爸。他俩就用两
双手，收拢四五匹瓦就朝紧挨老屋后的
灰坝子甩，“刷刷，刷刷……”瓦不断地从
房顶上飞向坝子，又“嘭嘭，嘭嘭……当
当，当当……”在地上撞成几大块，碎片
翻飞，尘土飞扬，这样周而复始，不间断
不停息。二爸本来腰椎就不好，时不时
地伸伸腰。

5个多小时过去了，太阳正当头顶，
汗水在脸上流淌，浸透了衣衫，二爸的汗
水掉眼里了睁不开，又没带帕子，就索性
抓住衣衫角揩了一下眼睛。我一看忍不
住大笑起来：“大花脸，大花脸……”二爸
禁不住笑，挽起衣袖用干净的手臂又揩
了几下，大花脸不见了。爸爸猫着腰，一
起一伏，拆了又甩，甩了又拆，一声不吭，
一身灰尘，大概劳累让人不想吱声吧。

下午，是撬格板和挪檩子，小的短的
就往下面扔，太大的要两个人一起抬着
往坝子放，由于老房墙体老旧，人走在上

面颤颤巍巍的，很难走，必须处处小心，
时时留意。火辣辣的太阳晒红了爸爸和
二爸的手臂，更晒浮松了老屋顶的尘埃
杂灰，在毒毒的阳光的炙烤下，每撬动一
块，肮脏尘土漫天飞舞，飞到头上脸上衣
服上，飞进耳朵里眼睛里鼻孔里汗水里，
全身没一处干净的。爸爸的脏鼻子，二
爸的脏额头，再也引不起我好奇地傻笑
了。“太阳公公，你行行好，你到云里去歇
歇吧……”我心里不住地祈祷。我第一
次体会到，劳动是不一样的，跟在家扫扫
地、在学校擦墙壁完全不一样。

“嘭”的一声，爸爸脚下的一块砖滑
到屋里去了，随即是爸爸的左脚踝卡在
了一根格板和墙体之间。二爸说时迟那
时快，用一根木棒撬开格板，爸爸把脚费
劲地抽了出来，擦伤了红红的一大块，血
珠点点，粒粒饱满。“爸爸你……”我禁不
住叫了起来。爸爸嘿嘿一笑，拿出一支
红霉素软膏：“没事，只要这样一涂一抹，
消炎止痛，哈哈！”我扑哧了一声，我真不
知是高兴还是难受，总之，我的眼里涩涩
的，像飞进了渣滓，也终于体会到“到老
家修房去”不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语，更是
一句要付出艰辛劳动的号角。

爸爸大口大口地喝了半盅凉开水，
又爬上房了。二爸是个乐活人，边干活，
边噘着嘴吹口哨。

夜幕降临，所有的格块和檩子都整
齐地堆放在了老房子靠竹林的那间屋
里，亮亮的月牙儿斜斜地挂在天空，归巢
的鸟儿不再吵闹了，老屋的几堵墙体静
立在夜空下、月色中，似乎在默默期待着
主人的梳妆打扮。婆婆打来了洗手水和

洗脸水。“明天盖房的材料就要进回来
了，是龙水高桥坝的，你二爸请了珠溪的
工匠，他们盖房有十多年的经验了，我和
二爸也帮着他们干。”爸爸跟我说着话，
边擦脸边漱着口，“吃饭前，得把钻进嘴
里的灰尘清理出来。”

第二天，在材料未运到之前，爸爸和
二爸把老屋周围的排水沟打理了整整一
个上午，一锄一铲，手提肩挑，干净宽敞
的排水沟蜿蜒着与舅婆的排水沟连结在
了一起。

不到一个星期，规整新鲜的格条檩
子相依相偎，散发着天然木材特有的木
香味，瓦蓝瓦蓝的琉璃瓦如梦如幻，徜徉
在蓝天白云下，煞是好看。

这一切的美好，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
才能实现。”

文章充满着朴实的劳动之美，在艰
辛之中融入着快乐的元素。在家乡的土
地上，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生活的
奇迹。无论是在田间辛勤耕耘的农民，
还是建筑劳作的普通人、手工艺人，他们
都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活的热
爱。大爸二爸通过诚实劳动让老家充满
生机，收获的果实——焕然一新的老
屋。这种劳动精神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
人，让大家明白只有付出努力，才能收获
美好的未来。家乡的劳动，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值
得赞美和传承。 （指导老师 余顺刚）

老屋翻修记老屋翻修记
大足区双路第二小学六年级三班 余官苼

点 评

敬爱的父亲：
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洒下一片柔和

的月光。街上阵阵凉风吹过，吹得树叶
“沙沙沙”奏出一曲动人的旋律，陪着人
们缓缓睡去。风虽然清凉，却也吹不走
您满头的汗珠。您在一旁忙碌着，我在
一旁坐着守着您。

恍惚间，我仿佛回到了炎热的暑假……
您开了家店，母亲开了间小铺，我帮你们
传东西或话。跑来跑去的逐渐让我烦躁
起来，好不容易有了休息时间，母亲却还
叫我拿东西。我突然一生气，罢工不干
了，在一旁瘫坐着。您端着面条手忙脚
乱，在过道上来回走动。突然，您不小心
撞到了桌角，滚烫的面汤也倒在了您的
手上。我赶紧上前，把面条端到桌子上
并扶您起身，用纸巾擦拭您的手。枯皴
的手满是通红，好几个水泡迅速显现出

来，亮得让人发慌。我也不敢再触碰，哪
怕细细一下。您却说：“不用担心，你再
去休息会儿吧，我还能行，过一会儿就好
了。”可此刻，我分明看见，鲜红在被烫伤
的手上蔓延开来，如同铁块烙印。

我抹了抹眼泪，模糊中我又置身于
元宵节时热闹的街道上。大街的周围，
店铺招牌五彩缤纷的灯光来回闪烁，闪
得人睁不开眼。卖小吃的一眼望不到
边。来的行人也多，把我跟您挤开了，
大街上声音大得听不见您的呼唤。我
也被阵阵香味引到了公园里，索性在这
儿玩了起来。天色渐渐暗了，人也渐渐
少了，您也渐渐疲倦了。我听见了您的
声音，那声音，虽微弱，却无比熟悉。您
跑过来，抱起我，关切的声音里满是心
疼：“你跑哪儿去了，让我找这么久。”从
您怀里露出头时，瞥见的是您那疲惫的

面容，不整的衣衫。您一定找了很
多地方吧。

您为了维持家庭开支而忙
碌，为了我而担忧。有您在，
我便有了安稳的依靠。父
亲，有您在，真好。

此文以一颗善于发现爱的
细节的心，生动刻画了父亲的每
个微小举动，那么真挚动人，让人
不觉泪花阵阵。恍惚间，让人置身于一
个个被爱包围的场景中，内心忽觉十分
温暖。有一个细心呵护儿子的父亲，真
好；父亲有个懂事的儿子，真好。

（指导老师 陈艳林）

春天到了，大地滋润了，爷爷说到了该种菜
的时候了。我和爸爸却打起了赌，赌谁种的菜
好。奶奶说不用赌，都不会好，不过我和爸爸都
不信。

说干就干，第二天我和爸爸就干了起来。最
终在爷爷的指导下，我和爸爸都成功地种下了一
些四季豆。

几天后，我看见邻居杨爷爷在地里揭薄膜，
察看四季豆长得怎么样。我看见他的四季豆刚
刚从土里长出一点点黄色的豆瓣，可是他却把薄
膜揭开了。

我说：“杨爷爷，盖着薄膜豆苗不是能长得快
些吗？”

杨爷爷说：“出苗了，就要接开，不然豆苗会
被烧死的。”

原来还有这么一说啊。
于是，我赶紧跑到自家的菜地里，看看我的

四季豆长出来了没有，可不能烧坏了。但是，我
的豆子还是按兵不动，一棵钻出土的苗都没有。

又过了几天，四季豆终于长出来了。
爸爸就忙着揭薄膜，挑粪施肥。我看见了，

马上也拿了把粪勺，埋伏在地里，爸爸刚把粪水
挑到地里，我赶紧实施我的阴谋——偷粪。

爸爸看见了，一脸认真地说：“自己挑去，自
己挑去。”

哼，我才不管呢，我明目张胆地偷粪。爸爸
看了，边笑边说：“自己去挑，赖皮。”

又过了几天，我看到天连着晴了好几天，地里
的泥又白又硬，我的菜看上去没精打采，感觉都有
点蔫。“我可不能输给爸爸。”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于是，我拿来平时奶奶盛尿的小桶，一小桶，
一小桶地提粪，趁爸爸没看到的时候，赶紧给豆
苗加小灶。回家时妈妈闻到一股臭味，问我干什
么去了。我连忙说没干什么，没干什么，边说边
跑回我的房间换衣服。妈妈看了，偷偷地笑了。

就这样，爸爸每次施肥，浇水，我都会干一
次。而我过两天就会给我的豆苗偷偷加点料。
后来，我的四季豆苗比爸爸的明显要高一些，看
到这，我心里别提多美了，也多了一层胜算。最
终，我的四季豆比爸爸的早吃。

那天奶奶说晚上吃四季豆，我自告奋勇亲自
去摘。摘菜时，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一不
小心把菜茎弄断了。

晚上，四季豆端上桌，顿时豆香四溢。我第
一次舍弃了我最爱的炒肉丝，光顾着吃四季豆
了。我惊奇地发现四季豆原来这么好吃，出奇的
香。最后还有一点奶奶说吃不了就倒掉，我突然
发现自己又饿了。于是赶紧把剩下的那点儿也
吃光了。

真香。我才发现，自己种的菜，才是最香的菜。

小作者讲述了一个孩子与父亲之间的小小
竞争，以及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就感的故
事。细腻的文笔生动有趣地写出了家庭成员之
间温暖的互动，这个经历也教会了我们一个道
理：付出的努力终会有所回报。虽然一开始奶奶
并不看好他们的比赛，但通过努力，最后还是让
全家享受到了美味的成果。同时还告诉我们一
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肯付出时间
和精力，就有可能得到超出预期的好结果。

（指导老师 陈夕伟）

我是否已从云端坠落，戴上了迷失
的面具？那个闪闪发光的我，是否已化
为一地泡影？

转眼间，我就成了一个 14岁的女
孩，在初二这道分水岭上——厌倦了分
数至上的世界，拒绝每天“两点一线”的
乏味，却被自己的惰性支配着，任这一望
无际的题海将自己推向一无是处，将自
己变成一个毫无情感的冷血动物。

“啊，又考砸了！”我气呼呼地一头扎
进床头。

到了初二，成绩就如过山车般起伏，
以前我也是名列前茅的呀！“一切都糟
糕”成了家常便饭，我活成了那个讨厌的
我……母亲在门前欲进却又怕我情绪失
控。吃过晚饭后，她拉着我去散步。

常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现在哪有
心思放松？仿佛这世界顿然陷入黑白
色彩……

正当我搁那无所事事时，一阵响亮
的吆喝声窜入耳帘。

“卖凉虾咯！”找到凉虾摊的位置，我

迅速坐下了。“嘭”，碗碎了一地，顺着声
音望去，才发现这老板是位独臂青年，他
不停地鞠躬道歉。此时我不假思索，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帮这位青年
一起收拾地上的汤汁、碗筷。后来，人越
来越多，小摊又恢复了之前的整洁。

我与母亲想悄悄离开。但这位青年突
然挡住了我们的脚步！他开口道：“谢谢
你们，留下来吃碗凉虾再走，我请你们！”

转头，拧腰，伸手，一舀二倒三搅，这
一个个动作在他身上也能用个“行如流
水”来形容。周围没有任何一个异样的
眼光，他用自己的坚韧让生活有了意义、
价值。

回到家里，我拾起了丢在地上的试
卷，重新开始审题。深夜的灯光下，也有
了我为梦想奋斗的身影。妈妈敲了敲
门，放上一杯热牛奶，告诉我早些休息。

那位青年，一个 14岁的女孩，我的
母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任何人都
有选择的权利。

我不奢望有别人的优秀，不沉溺在

自己的失败中。少年，与其等风来，不如
追风去。

原来美好生活就这么简单，那就是
——坚强一点，做生活的强者。

动人心者，莫先乎情。世间只有真
情才能打动人心。这篇作文之所以动
人，就在于它饱含真情。真情，首先在于
它真。14岁的小女生，在初二时因为分
数波动而引发情绪波动，这是再真实不
过的事情。真情，还在于它有情。看到
残疾青年自谋职业、自力更生，自然而然
产生怜悯感动之情，进而生发自立自强
精神，这是极其真实的感情。真情，本质
上是美情深情，助人为乐是美情，触及灵
魂是深情。只有让自己和他人变得更好
的感情，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情”。

真事真情触动人心。回归本真，做
真事，说真话，写真文。

（指导老师 袁勇贤）

做生活的强者做生活的强者
大足中学初中二〇二四级十五班 吴斯颖

点 评

三月，徐徐的春风轻拂着行人的脸
庞，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树叶清
香，那醉人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大街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抹朝阳温暖着他们忙
碌的身影。

今天是周末，妈妈带我来到菜市场，准
备买点我和妹妹喜欢的蔬菜。市场里人来
人往，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还有
农民伯伯自己种的小菜，新鲜的叶子绿得
发亮。市场里小贩的吆喝声、叫卖声，讨价
还价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格外的嘈杂。人
们提着大包小包的商品在人群中穿梭着。

这时，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奶奶映入我
的眼帘，她和身边的人格格不入。别人买
菜用塑料袋装，而她却提着一个小布袋，
当她看见老板要把她买的黄瓜装进塑料
袋时，她连忙摆手说：“老板不用了，我有
袋子呢！”说完，直接把黄瓜装进了布袋。
从布袋里掏出钱，付给老板转身就走了。
我开始好奇，他为什么要带一个布袋买菜
呢？为什么不用塑料袋呢？塑料袋用完
直接扔了，还不用洗，多方便啊！她这么
做是为什么呢？我脑中充满了疑问，像侦
探一样跟上了老奶奶。

只见她离开了菜市场，又去了超市，
购买的东西都一一装进了布袋里，未见她
用过一个塑料袋。出超市后，她突然拍了
拍脑门，好像忘记了什么，只听她自言自
语道：“哦，我还没吃早餐呢。”于是，她来
到了最近的早餐店，点了一碗面条，当老
板递给她一双一次性筷子时，她婉言谢绝
了，而是从小布袋里拿出了一个盒子，取
出一双筷子，开始吃起香喷喷的面条，周
围的人都诧异地看着她。

出了早餐店后，看见一脸疑惑的我，笑
眯眯问道：“小朋友，你怎么老盯着我的布
袋呢？”我便把我的困惑告诉了她，老奶奶
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你别看我这个不起眼
的布袋，它可是我的宝贝。出门我都带着
它，它既是我的钱袋、购物袋，还是我的储
物袋。你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可重了，
但这样往肩上一挂，很轻松地就能提回
家。”她又指了指装满一次性用品的垃圾
桶：“我们每天使用那么多的一次性物品，
垃圾堆成山，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多大的麻
烦，还给我们的环境造成多大的污染呀！”
听了老奶奶的话，我受益匪浅。是啊！年
逾古稀的老人都知道要保护环境，尽量少
使用一次性物品。作为青少年的我们，更
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责任和义务。

小布袋虽不起眼，但对环境做出的贡
献却是巨大的。我们不仅需要布袋奶奶，
还需要更多的布袋哥、布袋姐、布袋娃
……每一个人都要行动起来，从小事做
起，从点点滴滴做起。让我们的环境变得
更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篇作文通过生动的叙述，展现了一
位老奶奶使用布袋代替塑料袋的环保行
为，传递了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保护环
境的积极主题。文章通过对比塑料袋和
布袋的使用，突出了环保行为的简便性和
重要性。小作者通过细致观察和深入思
考，让读者感受到了环保就在我们身边，
每个人都能为保护环境作出贡献。文章
语言流畅，情感真挚，能够激发读者的环
保意识。 （指导老师 张友珍）

新
芽

一座英雄的城一座英雄的城 一群勇敢的人一群勇敢的人
大足第三小学五年级五班 李润樊

点 评

给父亲的信给父亲的信
大足区珠溪镇土门小学六年级一班 司顺晓

大足区中敖镇中心小学六年级五班 张文灏

布袋奶奶布袋奶奶

点 评

点 评

我的四季豆我的四季豆
大足区三驱镇铁桥小学六年级二班 商渝欣

点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