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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
■安阳实验中学 八年级 胡明宇

欢迎投稿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给我市中小学生提供一个佳作展示平台，本报“学周刊”特别开辟了投稿通道，每周将在来稿中选取优秀作品予以刊登。投稿需扫

二维码加“教育助手”微信号，备注“小记者投稿”，来稿必须为word格式，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抄袭。

小记者写作投稿注意事项：
投稿时在正文末备注“作者姓名+学校年级+家长姓名+联系方式”，如习作采用，请家长凭刊登习作的报纸版面和有效身份证件来报社领取稿费和荣誉证书。

我们期待你的作品！刊登作品将在“瑞安日报升学宝”微信公众号上定期发布。

“夏”次见
■鲍田中学 七(6)班 池依苒

我的奶奶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身子硬

朗，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比较“抠

门”，经常教育我们要节约。

奶奶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勤劳能干。

每天早上，她总是很早就起床给全家人做早

餐。她说，家里做的早餐卫生、有营养，吃饱

了一天都有精神。有一次，奶奶外出办事回

到家，看见下班回来的妈妈正在拖地，连忙换

上旧衣服对妈妈说：“你上了一天班，很辛苦

了，先休息，我来拖。”说着，她便抢过妈妈手

中的拖把，拖起地来。

奶奶不仅勤劳能干，而且还很“抠门”。有

一天晚上，家里卫生间的一个水龙头漏水了，

奶奶看到后就拿了一只水桶放在水龙头下面

收集滴下来的水。“水滴只有一点点，就不要了

吧？”我不解地问奶奶。奶奶神秘地说：“那可

不行，明天早上让你见证奇迹。”第二天早上，

我来到卫生间，看到水桶里已经收集了满满一

桶水。这时，奶奶笑着过来跟我说：“你别看小

小的一滴水不起眼，收集在一起还是比较多

的，我可以利用这一桶水来洗衣、洗菜、冲洗马

桶呢，所以我们一滴水也不能浪费。”

奶奶对我们学习还非常严格。我和弟弟

只要从学校回到家，她就要我们进书房学习，

督促我们及时完成作业。作业完成后，奶奶

戴上老花镜，对我们的作业进行检查，偶尔还

会用带有浓厚的湖岭口音普通话点评一下，

确认过关了，才允许我们做其他事情。

这就是我的奶奶，一个勤劳能干、生活节

俭，对我们学习要求严格的人。我非常爱我

的奶奶。

（指导老师：肖舒仁）

夏天的风，暖暖的，汗不禁流出，我趁着

夏天还未完全离去，钻进了夏天的深处。

这是家乡的夏天。树木深处藏了什么？

听，蝉立在枝头歌唱，一唱就是一整天。鸟儿

也不甘示弱，叽叽喳喳唱个不停。瞧去，树上

一点点移动的白色是什么？呀，是一只只可爱

的白蚁，这可比一般的蚁大多了。树上越过一

个黑点，那又是什么？噢，是一只淘气的松鼠！

我好容易爬上家乡一座大山的山巅，往

下望去，绿油油一片映入眼帘，山脚在哪里？

通通被茂盛的树挡住了，这些树上分明写着

四字——生机盎然。

时候不早了，该下山了。转身看见一幅

美丽的油画。

这是一幅令人惊叹的油画！太阳光照在了

山上、树上、花上、草上，每一片叶子上！我突然

看见了一片片黄叶！那应该是太阳光的杰作！

也许是早秋来临之前的前奏！大自然的一切，

随着那不知是夏风还是秋风左右摇晃。

闭了眼，黄的、红的、蓝的、绿的。风轻轻

吹过，无比舒适。

那时我才发现，夏天，已走，时间一晃而

过，又到了仲秋。突然我明白了那句话“人间

忽晚，山色已秋”的含义。

没能及时跟夏天告别，我只能在夏天远

去的身影后面，远远地招着手大声说着:“夏

天我们‘夏’次见！”

（指导老师：李梅）

我与勤奋相知相守，互相帮助。小

学生涯的前五年时光，我都被老师的表

扬和妈妈的肯定包围，好不惬意！

六年级的时候，课业逐渐加重。一

次，班主任老师在黑板上布置了一个作

业，但是他还苦口婆心地补充：“除了这

个作业，还要完成⋯⋯”而沉浸在题海中

的我，压根儿没打算听老师后面的话。

想当然觉得口头布置的作业不作数。

回到家之后，我一如往常，拿出作

业，但是我只拿出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

作业。

勤奋看见了，耐心劝说：“你怎么就

拿出一个作业呀？”

“老师在黑板上，不就布置了这一个

作业吗？口头说的不作数，我没听见

啊！”我挺着胸膛，争辩道。

“你这样子是不行的。明显故意偷

懒！”勤奋显得有些生气，提高了声音和

我理论着，“老师不是还说了其他的作业

吗？要勤奋一点，不要偷懒。”

“我不要，我只写老师写在黑板上的

作业！

“你，你⋯⋯你再这样，我就离家出

走了！”

“出走就出走，我，我才不稀罕你。”

我那腮帮子鼓得像只大青蛙，负气地说

道。

勤奋听完，也不再说什么，气愤地摔

门而出。

那一个星期的几场考试，我都考得

极差，那一个个鲜红的叉叉像一张大网，

网得我透不过气。脑海里浮现着老师的

叹气声，还有妈妈的批评声。我五味杂

陈，内心开始后悔，后悔当初为什么丢弃

勤奋。

之后的几天，我格外思念勤奋，到

处寻找勤奋，寻遍了各个角落，可它还

是杳无音讯。

这一天，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

作业，口头又布置作业。这一次，我不再

偷懒，而是毫无怨言，认真地记下了老师

说的所有作业。一字不漏，并且还和同

学再三确认。

回到家后，我自觉地把好几个作业都

摆在了桌子上面，一个一个认真地完成。

“终于写完了。”我感叹道，“嘿，这是

什么声音？”

“是我，勤奋！”

我扭头一看，是勤奋，我一脸惊喜和

激动，大声地喊出来：“你怎么回来了？”

“因为你知道了偷懒是没用的，唯有

勤奋才能收获硕果！”

“原来是这样呀。好，我以后一定保

持勤奋，不让你重新离家出走。”

（指导老师：程洁）

种植，一件如此美好的事，它让我的生活

更加多姿多彩。

嗯⋯⋯喜欢种植这件事要从那天说起

——我妈妈爱种花，爸爸爱种蔬菜。受他们

影响，我也爱上了种植。

偶然的一次，我得到了一颗棕色的种

子，它被我安稳地种在一个花盆中，还特别

受到了我的宠幸。当我喝水时，“呀！”我捧

着水杯，对着土壤中的小种子微笑：“你一定

渴了，来，喝口水。”便将水小心翼翼地倒入

土中；当我吃饭时，“哦！差点忘了！”我急忙

跑向阳台，一把抓起肥料：“来，你也吃一点

吧！”我会倒入一点肥料。有事没事与它说

说悄悄话，期待着它含苞待放那一天的到

来。

终于有一天，它从土里冒了出来，两片薄

如蝉翼的嫩绿叶子从土里抽了出来。它在清

风中微微摇曳着。我惊喜地摸了摸它，抱着

花盆带给妈妈看，妈妈看着它，微笑地看着

我：“这是牵牛花！”说完，她便立刻跑向厨房，

拿出几双一次性筷子，在这小小的嫩芽边搭

起了简单的支架。

一个晚上，我失眠了。天还未亮，我跑去

阳台看我的花儿长什么样了。一条绿色的蔓

藤缠绕在支架上，蔓藤上一朵淡紫色的小花

在清风中颤颤地开放。我的心也随着这淡紫

色的小花颤抖了起来：多美的花儿啊！接着，

一朵接着一朵地开放了。

“我们在开花！”它们在嚷嚷。

“我们在开花！”它们在大喊。

这是它们发自心灵的呐喊，这几朵喇叭

似的小花似乎想让一切事物都知道它们开放

的消息。

这几朵紫色花儿的开放，让我感到惊讶

与喜悦，也让我爱上了种植。从此，我们家中

多了许许多多的盆栽。正巧，爸爸又养了许

多鱼和鸟，我们家真正成了一个鸟语花香的

天堂！

每天坐在阳台上，听着鸟儿婉转歌唱，闻

着花儿的芳香，安静地看一本散文书。眼睛

累了再看看水中游动的鱼儿，岂不美哉？

（指导老师：谢建鸟）

在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有一只叫

“慢慢”的蜗牛住在一座房子的墙角。

它觉得：“虽然我比不过兔子啊、狗啊，

但是我总比小草、小花那些植物要强一

些吧！”

一个春天的早晨，慢慢发现它家旁

边来了一位绿油油的新邻居，它不知道

那是谁，于是问道：“你好，我叫慢慢，你

叫什么名字呀？”那位邻居回答：“你好，

我叫藤蔓。”慢慢说：“呀！你真小啊！”

藤蔓说：“可是我爬得却很快！”慢慢不

服气地说：“那要不咱们来比一比？看

看谁先爬到这座房子的最顶端吧！”藤

蔓想了一会儿，答应了。

刚开始，慢慢一路领先，爬在了上

面，它往下一瞧：哈哈，藤蔓看上去好像

还一动没动呢！慢慢觉得自己肯定能

赢，就放慢了脚步。到了晚上，天色一

暗，紧接着“哗啦啦、哗啦啦”下起了一

场雨，慢慢害怕地赶紧躲进壳里，它想：

“反正我已经爬得很高了，先睡一觉藤

蔓也不可能赶上我！”而这时的藤蔓却

在雨中伸长双臂，吸收雨水，一点一点

地长大⋯⋯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藤蔓已经长

到和慢慢一样高的地方了，它一看，慢

慢还在壳里呼呼大睡呢！藤蔓尽情地

吸收阳光，又继续努力地向上爬呀爬，

终于爬到了终点。

这时，慢慢才懒洋洋地醒来。它向

下一望：咦，怎么看不见藤蔓的头？它

疑惑地又向上一看：啊，藤蔓已经到达

终点了！

慢慢非常后悔：“以后，我再也不骄

傲了！”

（指导老师：李海燕）

种植让生活更美好
■隆山实验小学 六年级 温瑾诺

骄傲的蜗牛
■集云实验学校 三（1）班 林祯汐

勤奋回家记
■滨江小学 六年级 徐安锫

我的奶奶
■安阳实验小学 五（7）班 蔡玮欣

老刘失业了。

老刘是我们小区的业主，也是小区

里一家饭馆的清洁员。他为人积极乐

观，性格十分开朗。他喜欢逗我们小

孩，我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刘”。老刘有

一手绝活，这活不是吟诗不是绘画，而

是擦桌子。怎么说他绝呢？他擦桌子

不用洗洁精，往脏的地方喷点水，用抹

布一擦，平常连洗洁精也洗不掉的污

渍，硬是生生地被他擦了去，你说奇不

奇？老刘擦完桌子总有一个习惯，喜欢

用他那满是老茧的手在桌子上抚摸一

遍，仿佛在抚摸一个小孩。抚摸完他有

时又会突然跳起来，用那“身经百战”的

抹布在桌子上快速一扫——他的解释

是：“桌子擦完后可能还会有一些饭羹

黏汁凝固在上面，饭羹黏汁看不清楚，

只有用手指抚摸才能感觉到，然后将其

抹去。”你说这手清洁技艺绝不绝？何

况老刘还故意把这绝活以夸张地表演

方式演示出来，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兴

趣。有人就专门为了看老刘这一绝活

来这家饭馆吃饭，饭馆的生意便愈加火

爆了。

饭馆位于小区大门口边，是人们进

出小区的最佳歇息点。于是大家渐渐

习惯了老刘的热情招呼，习惯了有空就

来饭馆坐一坐，看一下老刘的“表演”。

但，老刘失业了。

饭馆的老板在网上买了几个桌面

清洁器，一个桌子上放一个。饭馆老板

认为老刘擦桌子太浪费时间和水，不如

清洁器，节时还省钱。

老刘有点失落，他那灿烂如阳光的

脸上渐渐蒙上了阴翳，乌黑的头发一夜

间就白了不少，一向幽默爽朗的语调如

今也变得沉郁。小区里再也听不见他

的笑声了。

不几天，老刘走了，他到外面闯荡

世界去了。临走前，他对我们说：“人生

不可能一成不变，有时候，改变就是一

段新的人生！抛弃过去，不一定有一个

好的开始，但一定不会比过去差！”

不久之后，小区又流传起老刘的

故事。听说老刘改行学了雕刻。他一

切从零开始，将擦桌子的这点力道改

用在了雕刻上，据说也用得挺绝的，还

开了一家雕刻公司，生活过得很是富

足。

（指导老师：林梦诗）

宣宣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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