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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奶超级喜欢种菜，我也喜
欢跟着奶奶一起去种菜。

每次一到奶奶的小菜园，我就兴
奋得不得了。那个小菜园就像一个神
奇的小世界。奶奶拿着锄头，弯着腰，
在地里认真地忙碌着。我呢，也赶紧
找个小铲子，跟着奶奶一起在旁边挖
挖土。奶奶种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菜
哦，有绿油油的青菜，那颜色就像春天
里最嫩的小草一样；有红红的西红柿，
圆溜溜的，就像一个个小灯笼；还有长
长的黄瓜，上面还有小刺呢，摸起来痒
痒的。

有一天呀，我坐在餐桌前，吃着奶
奶种的菜，哇，甜甜的，可好吃啦。我
歪着脑袋，好奇地问奶奶:“奶奶，为什
么你种的菜这么甜呀？”奶奶笑眯眯地
看着我说:“因为奶奶种的是有机菜
呀，没有过量用那些不好的化肥和农
药哦。”我瞪大了眼睛，又问:“那什么
是有机菜呢？”奶奶耐心地解释道:“有
机菜呀，就是用自然的方法种出来的
菜。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积的肥
来给菜施肥。”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为
什么要种有机菜呢？”奶奶的笑渐渐隐
去，她说:“有机菜能让我的乖孙儿长
得白白胖胖的，还能让地球变得美美

的哒！”
虽然奶奶的话我不太明白，但是

从那以后呀，我也和奶奶一起用菜叶
积肥。我们会去菜市场，把别人不要
的菜叶捡回来，还会把家里吃剩的果
皮什么的，都放在一个大大的桶里。
然后呀，我们就等着这些东西慢慢
地变成黑黑的肥料。这个过程可有
趣啦，我每天都会去看看那个大桶，
盼着肥料快点变出来。等肥料终于
做好了，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
肥料撒在菜地里，给我们的有机菜
施肥。

我觉得和奶奶一起种有机菜真是
太有意思啦。我们种出来的菜不仅好
吃，还很环保呢。我决定以后要一直
和奶奶一起种有机菜，让大家都能吃
到甜甜的有机菜。我还要告诉我的小
伙伴们，让他们也和自己的爷爷奶奶
一起种有机菜，这样我们的世界就会
变得更加美丽啦。

这篇文章以温馨亲切的笔触描绘
了作者和奶奶一起种植有机菜的愉快
经历。通过生动的细节描述，如青菜
的绿意盎然、西红柿的红艳和黄瓜的
刺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生
机的小菜园中。作者对有机菜的好奇
和奶奶的耐心解答，不仅展现了祖孙
间的深厚情感，也传达了有机种植
的重要性和环保意识。
文章结尾的决心和对
美好世界的向往，更是
让人感受到了一份纯
真 的 希 望 和 责 任 感 。
整体上，文章情感真挚，
主题鲜明，是一篇能够
启发人们对健康生活
和环境保护思考的
好文章。

（指导老师 何正群）

花朵的开放需要阳光的沐浴，小草的嫩绿
需要雨水的滋润，雄鹰的自由需要蓝天的广阔，
孩子的成长需要良好家风的熏陶。

而我家也有代代相传的瑰宝——节约粮
食。儿时的我对待吃食总是特别地挑剔，这不
吃、那不吃。尤其是每次吃饭时，我的饭碗旁总
有我挑出的自己不爱吃的食物，为此我和奶奶
发生了许多次争吵。

奶奶是个很节俭的老人。节俭是好事，但
我觉得她节俭得有点近乎抠，无法理解。我们家
的电饭煲烧饭总是会在下面结锅巴，所以每次都
有很多饭不能吃。我总是把这些锅巴倒掉，有次
被奶奶看见了，她老人家又开始了对我进行节约
教育。我不服气地说，这都不能吃呀，干吗不能
倒掉？奶奶也不搭理我，从我手上接过电饭煲，
然后倒了些开水在里面，泡了一会儿，再用电饭
煲煮一下，倒出来留着下顿吃。天哪，我真的是
服了她老人家。我半开玩笑地对奶奶说：“奶
奶，你真会动脑筋呀”。奶奶听了我的话，板着
脸对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我
们老人家是经历了饥荒岁月的，知道粮食的宝
贵，我不是小气，只是觉得这样真的很浪费。”

在奶奶的耳濡目染下，我的妈妈也养成了
节约粮食的好习惯。妈妈从来不浪费一粒米、
一口菜，家里的剩菜剩饭她都照单全收。不仅
她自己养成了节约粮食的习惯，她甚至还时刻
督促我好好吃饭，每顿饭都要我做到不挑食、不
剩饭。

在她们的高压政策下，从小我就养成了“吃
多少，盛多少”“顿顿光盘”的好习惯，这样的习
惯一直伴随我走到现在。

家风如细雨，润物细无声。透过如水的岁
月，穿过一生的纷繁，我们向往的是心与心的交
流，人与人的互助，家与家的和谐，是充满色彩、
洒满阳光的五彩世界。当我们白发苍苍的时
候，看繁华落尽，生命中唯一生动、鲜亮的，便是
这一份精神，一份家的温暖。

文章以自然生动的排比开篇，巧妙引出“节
约粮食”的家风主题。通过描写儿时与奶奶在
处理锅巴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以及妈妈对自己
的督促，将两代人传承家风的过程刻画得真实
细腻。文中对奶奶节约行为的细节描写生动，
如奶奶处理锅巴的方式，让节约精神跃然纸
上。结尾以诗意的语言升华主题，点明家风的
深远意义。若能在叙述中加入更多自己内心转
变的细腻描写，展现家风对自己思想的深刻影
响，文章会更加精彩。 （指导老师 旷年婷）

我的校园就像一本摊开的故事
书，每一页都藏着动人的篇章。清晨
的阳光穿过大树的枝叶，在地上洒下
细碎的金斑，我踩着这些光斑走进校
园，总能听见教学楼里传来的琅琅书
声，那声音像欢快的溪流，流淌在校园
的每个角落。

春天，紫藤花会沿着学校两边的
花园长廊及围墙攀爬，把围墙两边织
成了一片紫色的云霞。我们喜欢坐在
花架下，看花瓣落在课本上，老师说这
些飘落的花瓣，就像英雄们留下的美
好印记。夏天，石榴树结出火红的果
实，在绿叶间探头探脑，仿佛在讲述着
英雄们热血奋斗的故事。秋天，小叶
榕的树叶铺满操场，我们踩着沙沙作
响的落叶玩耍，那声音仿佛是英雄们在
轻声诉说过去的岁月。冬天，白雪覆盖
的校园银装素裹，饶国梁雕像在雪中
更显庄严肃穆，像是守护校园的卫士。

校园的正中央，矗立着高大的饶
国梁雕像。他身穿军装，目光坚定地
望向远方，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告诉
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前
行。每天路过雕像时，我都会放慢脚
步，认真端详他的面容，想象他曾经经

历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有时，
阳光照在雕像上，会在他身后拉出长
长的影子，我们就会悄悄地跑到影子
里，感受那份英雄的力量。

学校的英雄文化无处不在。走廊
的墙壁上，贴满了英雄们的事迹和照
片，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常常围在一
起，轻声讨论着这些故事。英雄主题
的班会课上，老师会给我们讲述英雄
们的传奇经历，我们听得入迷，仿佛自
己也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
这样的氛围中，我懂得了什么是勇敢，
什么是担当。

在我们校园的每一天，我都能感
受到英雄文化的滋养。这里不仅是学
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培育心灵的摇
篮。我相信，英雄们的精神会一直陪
伴着我们成长，激励我们在未来的道
路上勇敢前行，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
彩篇章。

《校园里的英雄之光》以细腻的
笔触描绘了校园的美、英雄的形象、
英雄文化，表达出作者对校园的热爱
之情以及对英雄的崇拜之情，真正体
现 出 了 英 雄 精 神 对 后 辈 的 深 远 影
响。文章结构清晰，语言生动，尤其
是环境描写与人物心理体现结合得
非常充分。如“我们听得入迷，仿佛
自 己 也 置 身 于 那 个 战 火 纷 飞 的 年
代。”，既渲染了氛围，又烘托了人物
的心理变化。全文表达出了英雄精
神对孩子们内心对未来的正确认识
和方向的引领，文章的主题得到了真
正的升华。如果适当增加对人物神
态或心理的细节描写，形象将更加立
体。总之，这是一篇形神兼备，情感
真挚的佳作。

(指导老师 毛天菊)

微风徐徐，吹奏着春的弦韵。我独自
徘徊于清芬亭小道，那一朵朵海棠于春风
中悄然旋转，伸出手掌，飘进手心。我想
起亲爱的老师与同学，不禁恍惚了……

校门口笑脸可掬的老师，与少年的目
光撞了个满怀，这便是三年的伊始。他们
殊不知，自己的青春三年将要伴随着海棠
的清芬，与他们相知相识。

“日月乎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顺着同学们的朗朗书声，我的思绪回到了
那个阴雨绵绵的午后。

我独自坐在教室里的角落，眉头紧
蹙，盯着眼前那道复杂的数学题。我已经
尝试了各种办法，但似乎都走进了死胡
同，无法找到突破口。随着下课铃声的临
近，我的焦虑也愈来愈烈。这时，我突然
想起了杨老师曾对我们的反复叮嘱：“遇
到困难不要害怕，随时来找我帮忙。”

窗外，一株海棠花正悄然绽放，它似
乎以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坚韧与温暖，那粉
嫩的花瓣仿佛在低语，鼓励着我勇敢面

对。于是，我鼓起勇气，决定去找杨老师
寻求帮助。

我整理好题目，向杨老师办公室走
去。一路上，心中那株海棠花的形象愈发
鲜明。它如同一位温柔的向导，引领我来
到杨老师桌前。我轻轻唤道：“杨老师，我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您有空吗？”杨老师
抬头看我，办公室白炽灯的光线在他的周
身仿若镀上一圈银辉。他放下手中的笔，
微笑道：“当然有空，快过来，让我看看。”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鼓励与期待，就像那海
棠花给予人的感觉一样，温柔而又坚定。

我把数学题本递给杨老师，他仔细地
看了题目，开始耐心地给我讲解。他先从
题目的基本概念入手，声音如同春风化
雨，逐步引导我理清思路，找出解题的关
键步骤。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逐渐明白
了问题的所在，也找到了解题的方法。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海棠花在心中
更加灿烂地盛开。

讲解完，杨老师还鼓励我多做一些类

似的练习题，巩固所学的知识。他拍了拍
我的肩膀，那轻柔的动作如同海棠花瓣轻
拂过心田，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与力
量。而今，我终于识得了海棠的温柔、无私
与坚韧。

窗外的海棠愈开愈盛，微风将海棠花
香吹入教室。少顷，花香浸入鼻腔，清新
馥郁，淡而持久，使躁动的心慢慢静下来，
使紊乱的思绪清晰。

如陈与义说的“海棠不惜胭脂色，独
立蒙蒙细雨中。”它的枝干，虽不粗壮，却
坚韧不拔，历经风雨而愈发挺拔。就像站
在讲台上的老师，岁月或许在他们的额头
刻下了痕迹，但那份对知识的热爱、对学
生的责任，如同海棠枝干一般，始终屹立
不倒。每当狂风骤起，海棠枝干便轻轻摇
曳，以柔克刚，展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
神。正如老师们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总
以智慧和耐心，引导学生们破浪前行。

如今，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但心中
那份对海棠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激，却如

影随形。
海棠时，识海棠。
我相信，再到海棠烂漫时，我已功成

名就归。那象征着海棠师恩的清芬，将会
化作我前行的动力，永远激励我前行。

本文，开篇借景生情，以海棠旋转勾
连往昔，引出回忆，自然巧妙。文中借数
学难题求解一事，将杨老师循循善诱之态
与海棠坚韧温柔之姿相融，如春风化雨，
润泽心田。更以海棠枝干喻老师风骨，生
动形象，凸显师恩如海棠般深沉、坚韧。

结尾“海棠时，识海棠”呼应主题，情
感真挚，表达对师恩眷恋与奋进之志，余
韵悠长。全文语言优美，笔触细腻，意象
丰富，情景交融，既有青春的细腻情思，
又具文学的典雅风范，足见作者才情与
匠心。

（指导老师 杨珩）

我的童年像颗裹着糖霜的
玻璃弹珠，在记忆的鹅卵石路
上叮叮当当滚了十二年。那些
被阳光晒得发烫的往事里，总
有一滴咸涩的泪珠，倔强地黏
在六岁那年的红包褶皱里，怎
么晒都晒不干。

那年春节特别热闹，我和
弟弟跟着奶奶去亲戚家拜年。
临别时，亲戚塞给我们一人一
个红彤彤的压岁包。回家的路
上，我和弟弟像两只欢快的小
麻雀，把红包贴在胸口蹦蹦跳
跳。路边的梧桐树在寒风中沙
沙作响，枝头的小麻雀叽叽喳
喳，仿佛在分享我们的喜悦。

回到家，我们迫不及待地
拆开红包。弟弟突然“哇”地大
叫起来，举着一张崭新的五十
元钞票满屋子跑：“奶奶快看，
我有五十块。”我屏住呼吸，小
心翼翼地展开自己的红包，红
艳艳的百元钞票一张、两张、三
张……整整四张。我高兴得原
地转圈：“我有四百块，四百块。”

弟弟瞬间涨红了脸，像只炸毛的小猫冲过
来：“凭什么你这么多？分我三张。”我赶紧把
红包塞进棉袄内袋，死死捂住口袋。弟弟气鼓
鼓地跺脚，眼睛瞪得圆圆的，最后“哼”地一声
跑开了。

晚上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时，弟弟
突然带着哭腔说红包不见了。我刚要转头看
他，突然感觉衣袋一轻——奶奶的手正从我口
袋里抽走红包。

“奶奶！”我急得声音都变调了。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顿了顿：“弟弟弄丢了，

你分他三张。”
“我不！”
“你是姐姐，应该让弟弟，不给我就要打

你了。”
我双眼无神地看着奶奶从我的红包里抽走

三张，把剩下的那一张丢给了我。死死攥住剩
下的那张钞票，我感觉喉咙像被棉花堵住了。
电视里欢快的歌声突然变得刺耳，弟弟得意的
笑脸在余光里晃动。我的泪水啪嗒啪嗒打在皱
巴巴的红包纸上，晕开了上面金灿灿的“福”
字。那年春晚演了什么我全不记得，只记得那
张被强行分走的钞票，在我睡梦中带着我手心
的温度消失在奶奶的口袋里。

现在我的储钱罐里早就有了更多压岁钱，
但那个残缺的红包依然躺在抽屉最深处。每次
看到它，我总会想起那个寒冷的除夕夜，想起人
生中第一次明白，原来大人眼里的“公平”，有时
候是带着刺的。

《藏在红包里的眼泪》以孩童的清澈目光，
揭开成人世界中“公平”的复杂面纱。作者用诗
意的语言将童年喻为“裹着糖霜的玻璃弹珠”，
既甜美易碎，又暗含成长中的尖锐触碰。文中
对红包细节的刻画尤为动人：弟弟“炸毛的小
猫”般的哭闹、奶奶布满皱纹的手强行分走钞票
的场景，以及泪水晕开“福”字的画面，将孩童的
雀跃、委屈与无奈层层递进，最终凝聚成对传统
家庭规则的无声叩问。

文章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如春晚的欢歌与
主人公内心的酸涩、弟弟的得意与姐姐的隐忍，
强化了情感张力。结尾“公平是带着刺的”一
句，既点明主题，又留下余韵，引发读者对代际
观念差异的思考。若能进一步挖掘奶奶行为背
后的文化因素（如长幼秩序或性别观念），主题
将更具深度。 （指导老师 王平）

行百里者，半九十；锲而舍之，朽
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梅花香
自苦寒来，一缕幽香承着一枝头的雪。

钉子需要一锤又一锤的敲打，方
可钉牢钉实，如此持之以恒方可大有
成效。小到一枚钉子，大到万事万物，
唯有以坚持为砖，方可筑起青云直上
之阶梯。

坚持是苦辣中见甘甜，是重如千
钧后轻似鸿毛，是脱离欲望束缚之
后，灵魂的轻盈。

跑步，一项极为普遍而简单的运
动，当跑到人们极限时，像是腿脚被注
铅，肺被撕了外层，流进血液，上涌成
了口中甘辛之味，连大脑都有些昏
沉。每一步都像是身体所能承受的最
后一步，可当咬牙挺过之后，精神愈发

健朗，身体愈发轻盈，这种突破之爽感
令许多人爱上了跑步，这来源于坚持
之后见甘甜，度过艰辛所带来的来自
灵魂的轻盈。

当持之以恒终将成信念，万事便
成功了一半。

愚公移山，大智若愚，我深知山
高石多难搬尽，可山有尽头人无穷。
我虽死而有子，子虽死而有孙……若
因前路漫漫便弃之，则必将一事无
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通往彼岸之道，唯有持之以恒，可
迎万难。

在抵达终点之前，沿途有荆棘、有
财富、有奇珍……甚至前方可能无路
可走，但坚持与奋斗可铺出一条大
道。于无路中强开前路，希望总在无

数看不见希望的坚持中。
就像是在腐朽王朝之大厦将大倾

之际，中国的出路无人知晓。以至万
千人民绝望的认为无路可走，唯有灭
亡。可那觉醒年代一位位咬牙寻找，
明知不可而为之，只求救国之良方，哪
怕无路可走，硬是用坚持和鲜血筑成
了通向而今盛世的大道。

万事万物小到一树花草大至救国
图存，唯有坚持，方可有所成就。万事
之阶，皆以坚持为砖。成功的大门总
敞向坚持者，希望的光辉从洒向坚持
者，唯有以坚持为砖，可筑万事之基。

坚持始终是人生的必修课，本篇
文章从跑步讲述坚持具体过程和收获
感受。又从国家社会层面阐释坚持在
面对困难的意义。总而言之，小至细
致微末，大到国家大义。唯有坚持方
可使精神永恒。

（指导老师 杨莎莎）

海棠时海棠时，，识海棠识海棠
大足区海棠中学九年级二十四班 陈欣怡

““节约节约””的家风的家风
大足区第三小学教育集团五年级六班 杨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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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英雄之光校园里的英雄之光
大足区国梁小学六年级一班 邓雅文

点 评

坚持中见希望坚持中见希望
大足区城南中学高二年级十班 黄思静

点 评

奶奶的有机菜奶奶的有机菜
大足区双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四班 罗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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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