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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我们
中国人的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家
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不如说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无论是
《礼记》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还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任担当；抑或是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
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从小妈妈就告诉我：“家国情怀从不是摄
人心魂的文学书写，而是更近乎你我的精神归属。那种以百姓心为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国’的地方。”

“百色大山，你是最美的朝霞，脱贫战场，你是醒目的黄花”，这句话说
的正是时代楷模黄文秀姐姐。有些人从山里走了，就不再回来，你从城里
回来，却再没有离开，虽从名校毕业，却义无反顾投身于脱贫战场，她背着
一个双肩包，挨家挨户的走访学会了桂柳方言，仅靠一年多的时间，她帮
村里引进了砂糖橘的种植技术，教村民做电商……正是她的努力与坚持，
百坭村的路通了灯亮了产业旺了，一半以上的贫困户顺利脱贫了，而黄文
秀姐姐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她赶回百坭村的那天晚上。身为新时代的少
年，我们应该弘扬这种为国为人民的家国情怀，将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融
合为一，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学会挑起国家的重担。

“少年强，则国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就在于我们少年，少年智
则国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是中华民族未来的
希望与脊梁，我们更应当续写前辈的家国情怀，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怀为
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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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房西侧的一隅，爷爷精心栽下了
一株丝瓜秧。起初，我对这株瓜秧并不抱
太大的希望。它显得如此瘦小，仿佛一阵
微风就能将其任意摆弄、肆意欺凌；叶片
也略显萎靡，带着几分蒿草的枯黄，透出
一种半死不活的气息。而它赖以生存的，
不过是一个长宽不足一尺的破旧泡沫盒
子，那狭小的空间，更像是一座囚禁生命
的囚牢。我不禁疑惑：它该往何处深深扎
根？又该到哪去汲取生命的养分？在这
炎炎烈日的炙烤下，它能否顽强地存活？
又能否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花朵，结出丰硕
的果实？

然而，仅仅一周的时间，这株丝瓜秧
便以惊人的生命力颠覆了我的所有猜想。
它伸出了柔柔的、嫩嫩的茎须，如同婴儿
的小手，轻轻地匍匐在墙边。爷爷见状，
找来碎布条，巧妙地结成一张网挂在墙
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梳理着它的茎须，将
它们轻轻地缠绕在网上。我不禁好奇，为
何要为这个侥幸存活的小苗费如此大的
工夫呢？

夏日炎炎，骄阳似火，烤得大地滚烫，
人们都不敢轻易出门。西墙那扇原本可
以一览绿色原野的窗子，也成天紧闭着，
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生怕透进一丝热
浪。然而，在一个傍晚，当我轻轻拉开窗
帘时，一抹绿意瞬间涌入眼帘。丝瓜藤已
经顺着网爬满了整扇窗，甚至爬上了墙
壁，形成了一张天然的遮阳网，为这炎热
的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

多么旺盛的生命力啊！我不禁对这
株丝瓜秧肃然起敬。它的藤已经变得如
手指般粗细，藤上蔓延出无数小枝，枝蔓
顶端长着嫩绿的茎须，紧紧地缠绕在网
上。大大小小的深绿色叶片在风中欢快
地跳跃着，宛如一群活泼的精灵。其间，
缀满了金黄的花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和
细长的丝瓜。它们像一个个可爱的孩
子，羞涩地掩藏在绿叶丛中；有几条丝瓜
更是毫无顾忌地悬在外沿，在空中摇摇
欲坠，让人不禁为它们捏一把汗。那满
眼的金黄，仿佛在一条碧绿的丝绦上绣
满了无数璀璨的金边，构成了一幅蓬勃

旺盛、朝气四射的画卷。我不禁再次惊
叹：它是怎么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下
来的？又为何能如此顽强地绽放生命的
光彩？

秋风渐起，寒露将至。经过一个盛夏
的绽放，许多事物都已褪去了往日的光
华，丝瓜秧也不例外。它的藤渐渐枯干，
叶子大都变得枯黄，仿佛是一位年迈的老
人，在岁月的侵蚀下逐渐老去。然而，当
我拨开枯黄的叶片时，却惊奇地发现，依
然有零星的花朵在绽放，依然有青绿的丝
瓜挂在藤上，它们如同一个个坚强的战
士，坚守着最后的阵地，昭示着丝瓜秧的
坚毅与不屈。

瞬间，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我心中升
腾。是啊！无论自身的条件如何，无论环
境怎样恶劣，我们都要像这株丝瓜一样，
勇敢地绽放美丽的生命之花。它用自己
的经历告诉我：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
而在于是否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绽放出最
耀眼的光芒。这株丝瓜，成为了我心中永
远的秋日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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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者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丝瓜从弱
小到强大的生长过程，展示了生命的顽强和
坚韧，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和赞叹。文章语
言生动，富有诗意，结构完整，层次分明，读
起来让人感动。

文章细节描写生动形象，用“瘦小”
“萎靡”“囚笼”等词语描绘了丝瓜秧最初
的弱小，用“柔柔的”“嫩嫩的”等词语描
写了它开始生长的状态，用“手指般粗
细”“无数的小枝”等词语描绘了它顽强
的生命力。细节描写生动形象，使人身临
其境。

文章语言生动形象，富有诗意。如“大
大小小的深绿色叶片在风中欢快地跳跃着，
宛如一群活泼的精灵”等语句，不仅描绘了
丝瓜的动态美，更赋予了它生命的气息，使
文章更具感染力。

文章结尾结合自身经历，表达了从丝瓜
身上获得的启示，使文章更具深度和感染力。

（指导老师 王龙）

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像现在这样
盼望车也长上翅膀。为啥，还不是我
那当羊倌儿的舅舅今天要给它的“招
财羊”搬新居。

说起我那羊倌儿舅舅，那话可就
多了。他不爱干农活，最爱搞“歪门邪
道”，外婆总说他“大事干不成，想歪点
子第一名”。为了搭棚子养羊，可没少
跟外婆吵架，他养羊三年，在当地小有
名气，现在要“鸟枪换大炮”了，看来他
那歪点子要“歪”出名堂了。

一到舅舅家，他就拉着我向新修
的羊棚走去，新羊棚就在离旧棚不远
的地方，透过敞开的旧棚门，可以看到
投射进去的阳光和地面上散落的青
草，四周没有封顶的围挡不时发出“哗
哗”的响声。我快步来到新棚，发现它
不但比旧棚宽敞，居然还有两层。

我惊讶不已：“舅舅，你的羊都住
上楼房了。”

“我们都过上好日子了，也该给
它们改善居住条件了，这还得多亏政
府的新发展理念和专项资金的扶
持！”

虽然我不懂那些政策，但是真
替舅舅高兴，他不仅乘上了政府发
展乡村的东风，还把握住了这个养
殖的机会。

“走，带你当司令去。”我跟着舅
舅朝着屋后的小山坡走去。阵阵微
风送来野花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

一到那里，舅舅就兴奋地指着羊
眉飞色舞地说：“猜一下有多少只？”
我顺着舅舅的手指方向看去，只见前
方的田里黑压压一片，不管是在吃草
的，还是在休息的，都那么有精神。

“有100只吧？”我试探着说。
“快300了，等第二个羊棚的审批

手续下来了，就再多养点。”
“你可真会打算盘。”我伸出手

指，默默算了一下，按照一只羊 1500
元钱算，300只羊——45万元。

“舅舅，你要发啦，你养的‘招财
羊’吧，真走了歪门邪道？”舅舅笑而
不语，顺手拔出插在土里的一根竹
竿，一边挥舞一边吆喝，那架势就像
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也像指
点江山的帝王，我佩服极了。

羊群陆续向前移动，舅舅把竹竿
递给我：“来，新羊倌儿司令正式走
马上任。”我接过竿子，学着舅舅的
样子向前挥舞着，羊群鱼贯前行，不
时发出“咩咩”声，好像在欢庆要搬
入新居。

“放假了来给我放羊吧，给你发
工资。”我转过头，看见舅舅盯着羊

群，连眼角都带着笑意。哎，羊倌舅
舅又在打新算盘了。

阳光在舅舅身上镀上了一层金
色，让他的笑更添暖意。我想，他的
笑里有对新发展理念的认同和感激，
也有对美好生活的盼望。顺着他的
目光，我看到了羊倌儿舅舅的大算
盘，也看到了家乡未来的大发展。

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我与家人一起动手包粽子，这温馨的画面成为了我心
中永恒的回忆。

粽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它是一种象征
着团结和谐的传统美食。对于我来说，粽子不仅仅是
一种食物，更是一种家庭情感的载体。那一天，我与
家人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脸上洋溢着笑容，充满了
期待。

准备工作开始了。首先，我们把糯米浸泡在水中，
洗净红枣、豆沙等馅料。随后，妈妈开始准备粽叶和线
绳，这些都是用来包裹糯米的重要材料。接着，妈妈把
粽叶和馅料交给我和爸爸，我们按照她的指示进行折
叠和捆绑。每一次折叠都仿佛是家人之间的默契与信
任，每一次捆绑都凝聚着家的温暖与幸福。

我们按照传统的包粽子方法，先将粽叶折叠成漏
斗形状，放入糯米和馅料，然后小心翼翼地包裹好，用
线绳捆紧。过程中难免会有些小挫折，比如糯米会从
粽叶的缝隙中流出，甚至有些糯米粒还会卡在指缝间，
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互相鼓励着继续努力。
妈妈的微笑如同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充
满信心。

最后一道工序即将开始，家人们耐心地等待着粽
子成形。煮粽子的过程是一场期待的等待，每一颗粽子
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当热气腾腾的粽子出炉时，
我们围在锅边，欢呼雀跃。那香甜的糯米味和诱人的馅
料香气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家的温馨与美好。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粽子，感受着糯米的香甜和
馅料的味道。每一个粽子都寄托着家人的祝福和期待，
每一个粽子都代表着家的温暖与和谐。那一刻，我们仿
佛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只沉浸在这份美好的家庭时光中。

如今回想起那个夏日午后，我依然感到无比温
馨。那不仅仅是一次包粽子的经历，更是家人之间情
感的交流与传递。每一次包粽子都是一次家庭成员之
间的互动与合作，每一次品尝都是家人的关怀与陪
伴。这一切都成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团圆的年夜饭还是亲子
共读的时光，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珍藏和回忆。因
此，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亲朋好友，用真挚的情感去维系
我们的家庭和友情。如此一来，我们将拥有一个美好
的人生回忆库。

在我的家乡，有一位家喻户晓的
村支书，他走村入户总是骑着摩托
车，村民亲切地称他“摩托书记”，他
就是大足的全国劳模——冉义明。

冉书记是一名退役军人，小时
候，他住在外婆家——这里正是“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饶国梁”和“红岩革
命妈妈饶国模”家乡所在的小山村。
从小，他耳濡目染革命烈士的故事，
一颗“无私奉献”的种子就在他的心
里萌芽。长大后，他怀着梦想走进了
军营，立志报效祖国。退役后，他回
到了家乡，成了大足雍溪镇石堡村的
村支书。他说：“饶国模是我一生的
榜样，她无私奉献、坚韧与执着的精
神值得我们去追随。”

冉书记深知，红岩精神不仅是一
种信仰，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他所
在的村幅员广，人口多，每每走村入
户，总是骑着摩托车风里来雨里去，
深入群众家中，了解村民生活，帮助
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在村民心中他就
是当代的“红岩劳模书记”。

几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爸
爸回到老家。刚走进院门，就看见一
位老人，正在查看堂爷爷家的破旧房
屋，还不时在笔记本上做记录。那时
我什么也不懂，只见他热得满头大
汗，也顾不上休息。爸爸赶忙迎上
去，和老人握手说着什么，我似懂非
懂地站在一旁。后来才知道，堂爷爷
生意失败，生活窘迫，只好拖着残疾

的妻子女儿以及无人照管的孙子回
到老家，一家人挤在10多平方米的破
房子里，生活没了着落。冉书记了解
到堂爷爷家的困难，今天就是专程带
着生活用品来看望他们。只见他详
细地询问着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
语重心长地对堂爷爷说：“失败了没
什么可怕的，只要吃得苦，我们齐心
协力，一定能渡过难关。”

后来，冉书记成了堂爷爷家的常
客，他想方设法把堂爷爷家的烂草房
变成了漂亮的砖瓦房。只要提起冉
书记，堂爷爷总是情不自禁地夸赞

“冉书记好”。
不仅如此，冉书记还带领乡亲们

共谋发展，通过修路、特色种植、创品
牌、建花卉基地……让石堡村变成了
美丽乡村示范村。

是呀，在冉书记的身上，完美地
展现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共产党
人的伟大精神，也是红岩精神的传承
和发扬。

20多年来，在村民心中，哪里有
困难，哪里就有冉书记的身影。每当
看到他那坚定的背影，就想到了共产
党人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冉书记成了红岩精神的忠实追随者，
他带领村民们走出了贫困，让红岩精
神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了新的光
彩。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也要刻苦
学习，努力践行，时刻准备着为国家
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厨房里再次传来妈妈略带不满的呼喊声：“妈，这水已经脏了，别再
用了，好吗？”外婆的声音随即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这水怎么就
不能用？倒到那个桶里去。”我闻声赶到厨房，只见妈妈正打算将洗菜
后略显混浊的水倒入水槽，却被外婆及时阻拦。我尝试说服外婆：“这
水已经这么脏了，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吧？”外婆连忙接过话茬：“怎么会
没用？倒进桶里沉淀一下，上面的清水可以用来冲厕所，底下的浑水则
能浇菜。”我们一时都无言以对，只能在心中暗自感叹：外婆真是节俭到
了极点，简直就是个“小气鬼”。

外婆似乎对水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节约态度，连洗脸水、洗衣水都不
肯放过，一律留着用来冲厕所。她一天到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我们
节约用水。每当做饭时，外婆总是坐在厨房的凳子上和妈妈聊天，同时紧
盯着妈妈的每一个动作。洗菜时，外婆要求妈妈必须用盆子接水洗，洗完
后的水必须倒入桶中。谁要是敢轻易打开水龙头，必然会遭到外婆的严
厉呵斥。外婆就像一位严格的“守财奴”，连一滴水都不肯轻易浪费。

有一次，我吃了一个芒果后跑到洗手间，习惯性地打开水龙头放水
洗手。水流“哗哗”作响，却意外惊动了正在饭厅吃药的外婆。她迅速
冲到洗手间，见状立刻上前关紧了水龙头，然后耐心地教导我：“洗手时
尽量把水开小一点或者用盆打水洗，洗完后盆里的水还可以用来冲厕
所或者浇菜。这样既能充分利用水资源，又能达到节约的目的。”我听
了外婆的话，心里不禁嘀咕：外婆真是太抠门了，连这点水都舍不得
用。唉，我以后用水时可得小心些，千万别被外婆发现了。

尽管外婆的节俭行为常常让我们感到哭笑不得，但她确实为我们家节
约了不少水费。她总是说：“节约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积少成多。”爸爸是外
婆的忠实拥趸，他十分赞同外婆的做法，经常夸她是“低碳”生活的楷模。

每当我登上楼顶，看到那些郁郁葱葱的蔬菜、爬满架子的瓜果以及
迎风摇曳的花朵时，我都深知这是外婆节约用水的成果。其实，节约用
水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应该向外婆学习，珍惜每一滴水资源，合理利用
它们，努力成为一个“节水小能手”。

丝瓜之韵丝瓜之韵 生命之歌生命之歌
大足区城南实验学校六年级十三班 蒋博涵

包粽子包粽子
大足区龙西中学二〇二二级十二班 吕金鞠

文章以夏日午后包粽子的经历为线索，如同一幅
细腻的家庭画卷徐徐展开。叙事有条不紊，从粽子起
源引入，详细描述了包粽子的准备工作、制作过程以及
最后的品尝，层次分明，结构严谨。

在情感表达上极为真挚动人，将包粽子这一活动
与家庭情感紧密相连，如“每一次折叠都仿佛是家人之
间的默契与信任，每一次捆绑都凝聚着家的温暖
与幸福”，深刻地传达出家庭的和睦温馨之感，使
读者极易产生共鸣。

细节描写细腻入微，糯米从粽叶缝隙流
出、糯米粒卡指缝等细节生动地再现了包粽子
时的场景，增添了生活气息。结尾处
由包粽子的经历拓展到对生活中其他
美好瞬间的感悟，升华主题，倡导珍惜
亲情友情，富有感染力与思想
深度，彰显了对生活细腻的感
知与深刻的思考。

（指导老师 杨天才）

点评

小羊倌大算盘小羊倌大算盘
大足区三驱小学六年级三班 杨航

本篇文章结构紧凑，主题鲜明，
立意新颖，语言直白风趣，充满了浓
郁的生活气息和积极向上的思想。

小作者从“给舅舅的羊搬新居”
揭开话题，在对“旧羊棚”进行细腻的
描写和体验“当羊倌”时与舅舅的对
话中，写出自己的喜悦之情和舅舅养
羊致富的巨大变化，巧妙地体现了政
策对乡村的扶持。文末小作者运用
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和对舅舅神态的
刻画相结合的方法，烘托出轻松愉悦
的氛围，增强了感染力，让场景更加
生动，更是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赞美，意义深刻
又独特。

（指导老师 艾财莲）

村里的村里的““摩托书记摩托书记””
大足区雍溪实验学校五年级一班 彭宇晨

这篇文章从真实的事例出发，生
动地刻画了一位在红岩精神的熏陶
下成长的军人出身的摩托劳模书记
形象。文章主题鲜明，立意深远，充
分展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崇高使
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文章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描写
等细致刻画了摩托书记如何深入困
难群众家中关心并带领堂爷爷及全
村人民走出困境，自立自强创造新
生活。

文章语言朴实而富有感染力，情
节环环相扣，它不仅展现了军人出
身的摩托书记坚忍不拔的崇高形
象，更将红岩精神中的坚定信念，无
私奉献和艰苦奋斗融入到扶贫工作
中，用实际行动帮助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也彰显了红岩精神在新时代
的传承和发扬。

（指导老师 何琴）

点评

执少年之笔执少年之笔 书家国情怀书家国情怀
大足区海棠小学四年级六班 陈彰延

这篇文章围绕“家国情怀”这一主题展开，开头点明中心，内容结构
完整，层次清晰，叙述有逻辑，使用了恰当的修辞手法，语言流畅。结尾
部分对文章进行了总结和升华。开头部分通过引用《礼记》中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文天祥的名言，点明了家国情怀的重要性，引起下
文的讨论。文中列举了在脱贫攻坚战中的典型人物黄文秀的先进事
迹，抒发了自己爱国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期盼，是一篇优秀的爱国习作。

（指导老师 韩芷馨）

点评

抠门的外婆抠门的外婆
大足区香国小学六年级一班 杨注云

该篇作文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外婆节俭用水的形象，通过具体的
生活场景展现了外婆对水资源的珍视与合理利用。文章结构清晰，语
言流畅，能够很好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作者通过对外婆节水行为的
细致描写，不仅突出了外婆的节俭品质，还巧妙地引导读者反思自身对
水资源的使用态度。在表达上，作者能够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如比喻
外婆为“守财奴”，既形象又贴切地展现了外婆对水的“痴迷”节约。同
时，文章结尾处的升华也做得很好，作者由外婆的行为引发了对节约用
水的思考，并表达了向外婆学习的决心。 （指导老师 刘常芳）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