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林翔翔

12 月 24 日 ，以“ 五 水 共 治
—— 我 心 中 的 小 河 ”为 主 题 的 小
学生征文比赛落下帷幕。比赛由
塘下镇人民政府主办，塘下镇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塘下教育
学区、塘下邮政支局、塘下环保分
局协办，旨在通过比赛，让小学生
参加到“五水共治”活动中来，提
高他们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的
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起到“教育
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
个社会”的良好效果，为建设美丽
塘下、创造美好生活而努力。

本次比赛收到包括塘下中心
小学、塘下实验小学、海安小学、鲍
田中心小学、场桥中心小学、韩田
小学等 26 所学校学生作文近 1200
篇。经评比，三四年级与五六年级
各评出一等奖 35 名、二等奖 70 名、
三等奖 120 名，并选送 35 篇优秀一
等奖作文参加浙江省的比赛。

本报特选登部分获一等奖的
小学生作文（略有删节）。之前塘
下已组织 7 所中学开展现场作文
比赛，660 名中学生畅写家乡的小
河，部分获奖作品已在本报 11 月
21 日第 10 版刊登。

“五水共治——我心中的小河”征文比赛落下帷幕，塘下26所小学积极参与

1200篇作文抒发惜水护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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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被一阵轰隆隆的

声音吵醒了，原来河里来了一台

大机器。我问妈妈：“这是什么

东西？”妈妈高兴地说：“这是‘打

河机’，它能把河底的淤泥挖走，

把河打得更深一点，这条小河以

后会变得更清澈。”我一听开心

了：“噢，我们家门前的小河不会

再变臭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放学回

家，突然发现家门前的那条水泥

路上多了一个个大坑，害得我走

路差点儿绊倒。我生气地走进

家门，叫着：“妈妈，为什么要把

路挖成一个个大坑啊？这还怎

么走路啊？”妈妈却笑着说：“这

是为了把排污管放进去，集中处

理污水，这样我们的小河就不会

被污水污染了。”果然在第二天，

一个个工人把又粗又大的排污

管埋进地里，还在里面用砖头砌

了圆柱形的围墙。工人们忙碌

了一两个星期，才又把路重新铺

上。

不知不觉中，我惊奇地发

现家门前的小河正在慢慢地变

化着：小河两边立起了青石板

的栏杆，天气晴朗时，河水映着

蓝天变得更清澈了，有时还能

看 见 一 两 条 小 鱼 在 快 活 地 游

呢！

妈妈说：“原来那条干净的

河正在慢慢地回来了！”我真期

待它完全回来的那一天。我相

信，到了那一天，家乡的人们也

一定会好好呵护它，让它变得比

原来更美！

(指导老师 陈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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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河边，我常常会

看 到 一 个 特 别 的 身 影

—— 一 个 驼 背 的 老 奶

奶。老奶奶七八十岁了，

手里总拿着一个大大的

塑料袋，一边走路一边捡

垃圾，手臂上带着一个黄

手套，上面写着“执勤”两

个醒目的大字，看样子是

那样地神气。

记 得 第 一 次 见 到

她 ，是 一 家 人 去 散 步 的

时候。我静静地站在河

边给小鱼喂食，喂完后，

我随手将装食的袋子扔

进河里。突然旁边冒出

了 一 个 不 高 兴 的 声 音 ：

“小朋友，你怎么把袋子

扔 进 河 里 ？”我 转 身 一

看 ，看 到 了 那 位 驼 背 的

老 奶 奶 ，一 只 手 提 着 一

个 大 袋 子 ，另 一 只 手 拿

着一把钳子，正靠近我，

弯 下 腰 ，用 钳 子 熟 练 地

把 河 面 上 的 袋 子 夹 起

来。我的脸红了。

她告诉我她对这条

小河有着深厚的感情，她

在 河 边 出 生 ，河 边 长 大

的，小时候她在这条河里

游 泳 ，摸 螺 蛳 ，捉 小 鱼

……可后来，有人往河里

排污水，倒垃圾，小河受

到了严重的污染。

近 几 年 ，政 府 重 视

了 ，专 门 治 理 了 这 条 小

河，要让这条小河永远清

澈美丽。“我们这个执勤

队都是自发组织的。”老

奶奶说自己没读过书，也

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但她

却说，为了让家乡人有一

个舒服的环境，我们都要

积极行动起来。

多 么 朴 素 的 道 理 ！

多 么 美 好 的 心 灵 ！ 突

然 ，我 觉 得 这 位 老 奶 奶

是 那 样 的 高 大 ，那 样 的

美 丽 ！ 渐 渐 地 ，我 们 越

来 越 熟 悉 了 ，有 时 我 也

会 跟 着 老 奶 奶 去 巡 逻 ，

去捡垃圾。

现在在家乡的小河

边，我常会看到手拿塑料

袋，一边散步一边捡垃圾

的家乡人，这是一道多么

美丽的风景呀！家乡人

正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

悠悠小河情。

(指导老师 黄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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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日已晚，棹短路何

长 ？ 来 有 风 相 送 ，荷 花 十 里

香。”这首诗是用来赞美我们的

母亲河——温瑞塘河的。千年

以来，温瑞塘河流淌在青山绿

水的怀抱里，凝聚了天地间的

灵气，孕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

的人物。

可是，曾几何时，我们的母

亲河变得浑浊，被折磨得遍体

鳞伤？现在经过多年的治理，

坍塌的泥岸砌成了整齐的青石

栏杆；荒草丛生的角落变成了

美丽的花坛，青绿的涟漪代替

了浑浊的污水。塘河又恢复了

生机，是多么的婀娜多姿，它好

像给一件裙子嵌上了花边，让

温州变得更美丽了。

春天，塘河周围的柳树生

出了许多嫩芽，塘河到了春暖

花开的季节，我们去河边钓鱼，

河边还有许多小花。

夏天，我经常和伙伴们去

塘河玩耍，找个水比较浅的地

方，拎起裤脚，在河里抓小鱼小

虾，要是运气好的话，还会抓到

小螃蟹呢！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塘河也一样，在塘河的滋润下，

河边稻田的庄稼十分茂盛，芦

苇也长高了，在风中摇曳着，我

们经常折些芦苇插在帽子上，

活像一个个小侦察兵，可神气

了，我们在芦苇里玩捉迷藏，边

玩边跑，可开心了！

冬天，大地沉睡了，塘河也

一样沉睡了，等待着下一个春

天的到来。

与水比邻，纤尘不染心空

澈；伴河而生，家园美满永安

康。塘河陪伴了我们一年又一

年，它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小河！

(指导老师 陈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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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一条蜿蜒流淌在城镇中

心的小河，那时的我，浑身干净清

澈，身边鸟语花香，总觉得生活是

那么的幸福无忧。

可好景不长，不知从何时起，

我的周边渐渐热闹起来，人们盖起

了工厂，造起了居民楼，随意丢弃

的垃圾在我身上堆起了小丘，直接

将臭臭的污水排在我的身上。想起

以前无忧无虑快乐的日子，我的心

在流血，我多么想恢复以往亮丽的

风采！

终于有一天，来了一群人，我

的身边又开始热闹起来。他们在我

身边指指点点，我依稀听到有人在

说：“这条河要纳入到“五水共

治”工程，要尽快改造！”我的心

“怦怦”直跳，直觉告诉我，我的

重生梦想即将实现。

不多久，我的身边开始忙碌起

来：挖土机摘除了我身上的“毒

瘤”；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认真检

查了我的身体，关闭了偷偷安装在

我身上的排污管；沿着我的身体人

们修起了小道，铺上了五彩石子；

大卡车运来了花草树木，栽满了我

目光所能及的地方……噢，我还瞧

见小路边立起了一块告示牌，上面

的语言那么温暖：清清河水，你我

共建！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因

为我又恢复了清秀的容颜，而且比

以前更漂亮了。粼粼波光点缀着我

的脸蛋，两边绿树成阴、花团锦

簇，人们欢歌笑语，其乐融融。如

果你现在再来看我，一定不要奇怪

我那么爱在灿烂的阳光下舞动，因

为我是一条幸福的小河！

(指导老师 叶良锡)

2014年12月26日 /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 潘孝青 / 编辑 / 陈良和

TANGXIA NEWS 今日塘下·塘河风 9

我仿佛听到了家乡的小河

在哭泣。她曾经是多么美丽，陪

伴着我们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

妈度过童年，走过青春。当我记

事了，想要看一看她的样子时，

她已经是饱经沧桑，被人们一点

一点无情地破坏，出现了严重的

危机。

让人感到高兴的是，“五水共

治”这个词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生

活中了，我们的身边总会有一些

愿意去保护环境、爱护大自然的

人。河道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

些人划着小船，撑开小漏网，耐心

地把河面上的垃圾打捞起来。看

到这情景，人们也不好意思再往

河里扔垃圾了。河边的一些工厂

也开始往工业区搬迁了……

我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

能积极地行动起来，保护好身边

的每一条小河，从自己做起，从

身边做起，共同用勤劳的双手谱

写小河更美好的明天。——直

到有一天，绿地多了，公园靓了，

河道宽了，我们的塘下越来越美

了，而我心中的小河啊——她又

出现了！

(指导老师 戴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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