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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的味道
本报小记者 张瀚文

树树秋声，山山寒叶，又一甜
秋。自古以来，“悲”是秋天的色
调。秋在一页页枯色的纸张里，被
愁绪熏得迷迷离离。但“我觉秋兴
逸，谁云秋兴悲”，用积极的态度
细细尝一尝秋，可能会尝到秋的
甜。

秋，动起来甜。远处，天边那
遥不可及的云彩，正在缓缓移动，
淘气的它们有的几朵聚在一起，商
议事情，有的三五成群，玩赛跑游
戏；还有的紧紧拥抱，似一个温暖
之家。近处，一排大雁迫不及待地
从头顶掠过，唱响丰收的凯歌，让
人听到后，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而不腻。

秋，静下来也甜。果园里，各
种果子都成熟了，个个圆润饱满。
一叶秋霜降，各果带薄冰。那冰薄
如纸片，却又不舍得掉下，到了中
午，才依依不舍地化为水珠。看着

满屋果树，心生一种想偷吃的甜
味。咬上一口，果子便生气了，用
甜甜的汁水喷人一脸，让我们的味
蕾不自觉地跳动，沉醉其中。

什么样的心境造就什么样的
秋，我们要怀着热情向明天迈进，
品味秋的味道。秋意渐浓，诗情愈
烈，好一甜秋。

串场河小学五（4）班
指导老师：韩露

《乒乓响亮》读后感
本报小记者 吴俊逸

我喜欢读书，更喜欢书中的好
朋友。《乒乓响亮》这本书中有我的
一个好朋友，他叫张方向。这本书
我读了好几遍，书中的张方向很普
通，却是我学习的榜样。

张方向爱打乒乓球，由于种种
原因家里并不支持他去打球。他
没有放弃对乒乓球的热爱，他坚信

“无论是谁，只要努力了，一定会成
功”。一开始，他的球技并不好，他
就找同学借了许多关于打乒乓球
的书，学习琢磨更多的打法。“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
没有球拍，就用自己收藏的宝贝和

同学换了球拍进行练习。通过勤
奋和刻苦的练习，他终于成功了，
他成为一名很有实力的乒乓球运
动员。

看了这本书，我发现原本枯燥
的体育类书本在刘海栖先生笔下
仿佛有了生命，不知不觉我也爱上
了体育。

来吧，让我们一起读书，找到
更多的朋友。我们也会战胜困难，
享受不一样的乐趣；我们也会拼
搏，享受成功的喜悦。

串场河小学五（4）班
指导老师：宋爱霞

年味
本报小记者 唐语蔚

诉不尽的斗转星移，道不完
的石火光阴。谈笑间，岁月如滔
滔江水，悄然逝去，春节的影子不
觉恍入眼帘。在大街小巷，弥漫
着一股过年独有的芬芳——年
味。

年味，是腊八时的腊八粥。
乡间小屋的厨房中，充满着醉人
的气息：糯米、黑米以及小米自带
的软糯香甜，玉米本身的田野气
味，花生、红豆朴实的味道，红枣
直击味蕾的甜“蜜”和莲子脆爽的
口感，都令人回味无穷。舀起一
勺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放在嘴里
细细品味，那丰富的食材便一起
在口中融化了，一丝甘甜爆开，叫
人不能自己。

年 味 ，是 腊 月 二 十 九 的 春

联。热情洋溢的红色春联是如此
奔放，祝福的话语洋洋洒洒，在纸
张上诉说着新生的希望，一撇一
捺都包含着美好的心愿。鲜红绽
放在大街上的每一个角落，温暖
柔情肆意渲染开来，使人感到无
比温馨。

年味，是除夕的烟花。加特
林、水母、孔雀开屏等各式烟花都
似乱花迷人眼。平常单调的严肃
夜幕，在除夕夜却分外绚烂。空
中，一朵朵鲜花争相绽放，如画笔
般，染亮了整个天空。在人们的
心中，或许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
观赏烟花，而是一朵朵盛开在心
田最深处的希望之花。

年味，是声，是景，是味，是
情，更是埋藏在人们心底最美好
的祝福。

串场河小学五(5)班
指导老师：盛淑珍

那一刻，我长大了
本报小记者 丁关凯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瞬间在
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感触，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成长。而那个
瞬间，我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可
是妈妈生病了。在我心里，妈妈永
远是强者，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那么
精神。可是生病的妈妈却无精打
采，看到她难受的样子，我特别着
急。

我手忙脚乱，对妈妈说：“妈
妈，你快去床上躺一会儿吧。”我
扶着妈妈走到了床边，让妈妈躺
在床上。然后我去给妈妈倒了一

杯热水，让妈妈多喝热水。看到
妈妈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我突然
发现妈妈的眼角多了一些皱纹，
我用手摸了又摸，按摩那些皱纹，
我想让它们消失，可是根本没有
任何效果。我特别难过，妈妈却
慈祥地对我说：“谢谢你，丁丁。
妈妈没事的，休息一会儿，妈妈就
会好起来，谢谢你对妈妈的细心
照顾。”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
小男子汉，我长大了。

串场河小学五（7）班
指导老师：王晓艳

四季
本报小记者 董薇然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独特
的美，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韵味。

春天是热闹的。桃花、梨花、
杏花，竞相开放，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赶着趟儿，展示自己的风姿。
冰雪消融，泉水叮咚，一路高唱春
的赞歌。燕子飞回来了，用剪刀似
的尾巴裁出千千万万条细长的柳
枝。

夏天是热情的，像一位奔放的
诗人，高声吟诵着抑扬顿挫的诗
句。太阳炙烤着大地，蝉拼命地
叫，好像在说：“热呀，热呀！”狗吐
着舌头，趴在树荫下，耷拉着脑
袋。在家里闷了一天的人们，等到
天黑的时候，都来到广场上，伸展
着腰肢，舞动着双臂，尽情地表达
对生活的热爱。

秋天是绚丽的。果园里，苹果
笑红了脸，葡萄把肚子吃得鼓鼓

的，柿子乐得满地打滚，石榴露出
红光闪闪的大门牙。田野里，谷子
沉甸甸的，弯下了腰，高粱高高地
举起火把，映红了农民伯伯的笑
脸。菊花更是色彩缤纷，粉的像
霞，白的像雪，黄的像金，蝴蝶一会
儿落在这一朵，一会儿又飞去那一
朵，忙得不可开交。

冬天是吉祥的。下雪了，到处
银装素裹，白茫茫的一片。树枝上
挂着毛茸茸的雪，风一吹，掉到小
朋友们的脖子里，引来阵阵笑声。
暗香浮动的梅枝上，跳跃着欢快的
喜鹊，叽叽喳喳地叫：“瑞雪兆丰年
呀！瑞雪兆丰年呀！”

一年四季，每一个季节都有独
特的味道，值得我们用心观赏，细
细品味。

串场河小学三（16）班
指导老师：董蕾

“美”的发现
本报小记者 王默轩

吃着清香的桂花糕，踩着一地
的春风，我们全家一起去苏州旅
游。爸爸提议用家庭摄影比赛的
方式来拍摄园林美景，我和妈妈欣
然同意。

我拍摄的是一树红枫，我给
它取名为《一处红枫出墙来》。
照片里一树红枫从白墙里探出
头来，好像在迎接春天的讯息。
春天？红枫？红枫难道不应该
出现在秋天吗？哈哈，这就是我
选材的独特之处了，园林里有种
名叫红掌楸的树，即使在春天，
它也为红色。照片里红叶把阳
光筛成了一个个小光斑，细细密
密地照在石子路上，好像一首春
天的赞歌。

我故意甩给妈妈一个“得意”
的眼神，妈妈不慌不忙地从相册里
翻出一张她最满意的照片：那是一
丛翠竹，后面的白墙上印满了修长
的竹影，在竹和影的场景中，虚虚
实实，疏疏密密，虚实结合的取景

方式太绝了！我给它取名为《竹影
绰绰图》。不得不承认，妈妈的照
片的确更胜一筹。

“你们的照片都很有意境，虽
然我的拍照技术一般，但我也有
我的观察。”说罢，爸爸便亮出了
他的照片：清澈的水面上一条小
木船静静地停立在湖中央，一个
老人正手持长竿，凑近一看，原来
他正在清理水中杂物。他的衣服
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字样“园林清
洁”。就在观赏湖面时，又是谁在

“时时勤拂拭”呢？风景不仅美在
自然，更美在人心，很显然，爸爸
拔得头筹。

虽然旅行结束了，但我的思考
却没有停止：我关注的是独特之
美，妈妈寻找的是虚实之美，而爸
爸挖掘的是人性之美。

初春时节，我品味到了美的
味道。

串场河小学五（5）班
指导老师：盛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