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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荟萃

母亲

包粽子

宽窄巷子的“三大炮”

快乐在心间流淌

走进山林第一次做家务
美丽的风景

端午回乡记

在中国五花八门、数不胜

数的美食小吃中，我对四川成

都宽窄巷子里的“三大炮”情有

独钟。

宽窄巷子，由宽巷子、窄

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

傍晚时分，走进繁华热闹的宽

窄巷子，你会发现，这不仅是

古色古香的巷子，更是一条美

食街，是食客的天堂。到处店

铺林立、旌旗招展，诱人的食

物琳琅满目，散发着芳香、闪

烁着光泽，令人垂涎三尺。这

儿有飘着辣香的火锅，那儿有

挂着多汁的腊肉，还有冰凉爽

口的冷饮……让人应接不暇，

实在是太诱人啦！

走上一栋木质结构的二楼，

我的目光落在了地方小吃“三

大炮”上。凭栏俯视，楼下“三大

炮”制作过程全收眼底。

“三大炮”的食材并不复

杂，只需要糯米、芝麻、黄豆、

红糖。做法也简单，将糯米洗

净，浸泡 10 个小时左右，淘洗

后倒入蒸笼，用大火蒸熟，然

后 用 木 棒 舂 融 ，做 成 糍 粑 胚

料。制作“三大炮”时，从热锅

中抓出一大坨又香又软，还冒

着热气的糍粑胚料，分成三小

坨，用力摔向案板中央。由于

案板边放有钢碟，糍粑击打案

板时就会发出金属般响亮的

“砰—砰—砰”三声，如同天上

的滚滚春雷。三坨糍粑像炮弹

一样飞向目标——斜靠在旁

边的竹筐中，竹筐里边盛着黄

豆和芝麻磨成的细粉，再将裹

上细粉的糍粑浇上香甜的红

糖汁，“三大炮”就做成了。

看着周围的食客都品尝着

可口美味的“三大炮”，我心里

急得像猫儿抓一样，便也点了

一份。随后，热气腾腾的“三大

炮”便端到了面前，我拿起筷

子夹了一坨，细细端详，那一

小坨糍粑，全身沾着金黄色的

粉末，像一只玉兔裹着金灿灿

的金粉，还淋着深红的糖汁，

白色、金色、红色浑然一体，真

是好看。

咬上一口，哇！好吃极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糍 粑 。相 比 于 以 往 普 通 的 糍

粑，要么不甜，要么甜得发腻，

有时还太粘牙。而这“三大炮”

却不腻、不粘，香润可口。我狼

吞虎咽，没一会儿，三个糍粑

就下肚了。嘿嘿，真是让人回

味无穷！

天色已晚，该回家了，离

开时，我凝望着不远处的宽窄

巷子，却依然游人如织、花灯

闪烁……

四川省广安市

北辰小学六年级七班 罗昕雅

虽不沉鱼落雁，

也无悠悠长发，

更有丝丝皱纹。

但寒风凛冽，

吹不息你满腔的热情，

任雨点打击，

却击不破你爱的庇护。

白色代表纯洁；

绿色代表生机；

红色代表吉祥；

而母爱的颜色，

却难以用单一的颜色代表。

我想，

母爱的颜色，

应该是五彩斑斓的吧。

我就像一艘航船，

在茫茫大雾中航行，

而您是一座灯塔，

为我指明前行的方向。

湖南省隆回县六都寨镇中学

七年级 225 班 李诗语
指导老师：刘爱华

今年端午节放三天假，正

好有时间可以回趟老家，记

得上次回老家还是过年的时

候，已经快半年没回老家了，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踏上了

归家之路。

一到村头，向车窗外望去，

田间一望无际的小麦，在阳光

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走进

村里，只见家家户户门前都有

大堆大堆的麦垛，人们脸上也

都挂着丰收的喜悦。迈进我家，

嗬！院子里满是麦子，爷爷、奶

奶、大姑姑、二姑姑，都在院子

里，一边说笑，一边劳作。

此时已是中午 12 点了，一

家人围着桌子坐在一块儿开始

吃午饭，有说有笑，甚是和睦。

吃完饭，爷爷和父亲要去地里

把剩余麦子拉回家，我也嚷嚷

着要去，于是便坐上摩托三轮

车，直奔地里去了。

沿着田间崎岖不平的小

道，不一会儿，就到我家地里

了。走进地里，一股沁人心脾的

麦香扑面而来，让人心情十分

舒畅，我不禁使劲吸了吸鼻子，

甚至张开了嘴巴，呼吸着这属

于麦田的独特味道。

因为我家地块小，无法使

用联合收割机，只能用传统的

镰刀割麦子。先用镰刀割，再把

麦子捆成一捆一捆的，最后是

装车回家，很是辛苦，没过一会

儿，我已是汗流浃背。装完麦子

后，回到家里，奶奶、母亲、大姑

姑、二姑姑，她们全在院子里剪

麦穗，实际上就是把麦穗和麦

秆分开，我也凑热闹似的坐在

跟前，装模作样地剪起来了。剪

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有点累了，

抬头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麦

垛，麦子可真多呀，本以为剪麦

穗会很容易，原来也不简单！

通过这次回老家参与农

活，割麦子、剪麦穗，亲身体验

后我才明白粮食的来之不易，

以后一定要节约粮食不能浪费

呀！这次回老家很有意义，不仅

回去看望了爷爷奶奶，还身体

力行地参与了农活，这次愉快

的旅途将连同那浓浓的麦香，

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河北省邯郸市二十三中学

初二（4）班 郭晓龙
指导老师：郭雪强

“唉，又失败了！”望着桌子

上厚如山峦的试卷，我这样想

着。其中的一道题的下面，已全

都是涂改的痕迹，就像是凹凸

不平的路面。

我卡在这道题上，已经有

一会儿了。做题的时间越来越

长，我想要获胜的决心也变得

越来越黯淡。好几次，我想要跳

过这一题不做了，但内心不服

输的情绪支撑着我，我像一艘

小船，一次次被海浪卷到岸边，

然而又一次次地扬帆出航。

忽然间，我想起了以前解

题成功时的喜悦，那时，我的心

就像一只欢快的小鱼，在清澈

的小溪中游动。我的心情放松

了一点，猛地，一个解题思路跳

了出来，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

草一般，抓着这个思路快速思

考着，并努力回忆着老师讲课

时的内容，嗯……我似乎明白

怎么解题了，突然间，我觉得自

己变得轻松起来。

窗外烈日炎炎，我反而觉

得清凉了许多，我重新恢复了

自信，拿起笔，之前觉得这笔有

千斤重，怎么也提不起来，而现

在，我却觉得这支笔轻如鸿毛，

得心应手。

我在草稿本上重新计算了

起来，老师讲过的“零点分段

法”一次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之

中。我深吸一口气，将题目中的

条件分解开来，先求出各个点

表示的数式，再一一化简。

我将这道难题分解成各种

小题，再将各个小题的结果组

合成大题。就这样，分分合合，

再加上仔细地计算，这道题的

庐山真面目终于显现出来了！

哈哈！我成功了！

这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快

乐，就像欢快的小溪在我心中

流淌着。人生怎能不遇上困难

呢？成长怎能不遇上坎坷呢？我

们能放弃吗？当然不能！我们应

将大困难分为小困难，将大目

标分为小目标，一一解决后，再

进行拼合，这样，就一定能战胜

困难，收获成功，赢得快乐！

湖北省仙桃市

仙桃二中七年级 郑博文
指导老师：林丹

走进山林

走进一片清凉的世界

清新的山风为你洗尘

欢快的鸟儿为你歌唱

古老的童话在心中长成

走进山林

走进童年的纯真

在绿的海洋里徜徉

在花的世界里遐想

世俗杂念完全遗忘

走进山林

走进荒芜与原始

山林苍莽

沧桑岁月诉说着

生命的永恒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龙树镇

白雀小学二年级一班 赵雨萱
指导老师：赵亭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第一

次，但是那一次让我至今难忘。

星期天的早晨，我睡到很

晚才起床。当我醒来时，妈妈已

经出去买菜了。餐桌上放着豆

浆油条，一阵狼吞虎咽之后，我

望着眼前空空如也的碗筷心

想：妈妈上班够累了，下班后还

要给我做饭，今天，我帮妈妈把

碗刷了吧！

说干就干，我学着妈妈的

样子，把碗泡在水里，加上洗

洁精，用抹布擦起来，可盘子

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滑

来滑去，让我无从下手，看来，

得认真干活儿啦！我挽起袖

子，拿起一个盘子，认认真真

地洗起来，一下一下用抹布来

回擦洗，可傲慢的污渍怎么也

不肯屈服，似乎还在向我挑

战：“就你这样还想洗干净？想

得美！”我越擦越脏，只好停下

来想对策。

我回想妈妈以前洗碗时的

样子：把碗先擦一遍，然后放入

热水中……“对了，热水！”我恍

然大悟，立刻把盘子放到热水

中浸泡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来

接着擦，污渍果然乖乖屈服了。

随后，我就照着刚才的样子，把

盘子一个一个洗得一尘不染，

接着我又刷锅，刷碗筷，并把盘

子碗筷摆放整齐，还把灶台擦

得干干净净……唉，可真累啊，

但是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

能够帮妈妈做家务了，我又高

兴了起来。

“太阳晒屁股啦！你起来没

有呀？”妈妈回来了，我想给妈

妈一个惊喜，于是我赶紧躲在

门后面。“噔噔噔”，脚步声近

了，妈妈到厨房了：“咦，收拾得

这么干净！乖女儿，妈妈已经看

见你了。”妈妈把我拉出来，抱

着我，狠狠地亲了一口。看着妈

妈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我的

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我长大了，是时候有能力

帮妈妈分担一些家务了，以后

我要多帮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减轻妈妈的负担，让妈

妈也能歇歇。

河南省邓州市

城区八小三（3）班 郝梦
指导老师：李晓慧

奶奶今年已经 66 岁了，一头

滑顺的银丝下一双眼睛又大又

圆，眼角布满了皱纹，眉心的一颗

痣是奶奶特有的“标记”。说起我

奶奶，就不得不提她的“两根针”。

奶奶是一名护士，年轻时擅长

用针，工作就是救死扶伤。奶奶年

轻时技艺精湛，又虚心好学，医护

手艺是当时医院里最好的。我听

说我们小区里住着的很多人小时

候生病时都被奶奶打过针，因为

奶奶给小朋友打针时特别温柔，

进针敏捷，连小胖子肉嘟嘟的手

都能一针到位，奶奶也被他们称

之为“白衣天使”。

奶奶退休后又操起了另一根

针——毛线针。她能织出各种花

式的毛衣，只要你给她一款花式

样板，她只要看上一回，就能编织

出同样的花样，那手艺可神奇呢！

每逢穿上奶奶织的毛衣，我都会

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它饱含着

奶奶对我的爱。奶奶为我织了很

多的毛衣，为了给我织毛衣，她得

了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时常疼痛

难受，我每次看见奶奶难受时都

会帮奶奶捶捶背、捏捏肩。

奶奶的“两根针”，一根针为

病人，一根针为家人，都饱含着奶

奶无限的爱。

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水头镇

中心小学五年级 崔贤俊
指导老师：黄英菲

今 年 的 端 午 节 我 们 家 也

尝 试 着 动 手 包 粽 子 ，包 粽 子

的材料母亲已经早早上街采

购 完 毕 了 。嫩 绿 的 粽 叶 整 整

齐 齐 的 码 放 着 ，上 面 还 残 存

着 晶 莹 的 水 珠 ，白 花 花 的 糯

米 装 了 满 满 一 锅 ，一 粒 粒 圆

润的米粒像是一个个可爱的

小 娃 娃 ，旁 边 的 小 碗 里 装 着

切成小块的肉粒。

晚上八点多，大家都闲了下

来，外公、外婆、妈妈、我，便开

始动起手来。妈妈作为包粽子

的“老手”，自然就肩负起教我

们包粽子的重任了。

只见妈妈拿起两片粽叶，轻

轻一卷，卷成一个漏斗状，将底

部折严，防止米粒漏出来，再把

糯米舀进去，并用筷子轻插，让

糯米更加紧凑，最后将粽叶折

叠过来，再用线拴紧，一个粽子

便大功告成了。

在妈妈的指导下，我第一

个学会了包粽子，很快，外公也

掌握了方法，只剩下外婆还学

不会。于是，外婆的任务便是将

毛线剪成一截一截的，用来裹

粽子。原本要睡觉的弟弟也吵

着要过来帮忙，于是弟弟便和

妈妈一组，帮妈妈往粽子里加

肉粒。

原 本 我 和 外 公 包 粽 子 的

速 度 不 相 上 下 ，可 是 ，慢 慢

的 ，外 公 包 粽 子 的 速 度 竟 然

超 过 了 我 。原 来 是 外 公 在 包

粽 子 的 过 程 中 发 现 了 小 窍

门，在最后的步骤中，先将左

右 两 侧 的 叶 子 往 里 一 压 ，然

后 将 剩 下 的 叶 子 拉 下 来 ，便

包 裹 完 成 了 。这 样 做 既 能 加

快 速 度 ，又 可 以 防 止 里 面 的

糯米粒由于包裹不严而从缝

隙 中 漏 出 来 。外 公 善 于 总 结

和 改 进 制 作 方 法 ，让 包 粽 子

的 速 度 更 快 ，这 让 慢 腾 腾 的

我感到自愧不如。

由于家里大一点的锅不够，

所以我们便将素粽和肉粽放在

同一个锅里一起煮，吃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自己拿的是什么口

味的粽子，但这样也好，每一个

粽子打开都是惊喜呢！

在包粽子的过程中，我感受

到了浓浓的端午节的气氛。这

次的经历不禁让我对端午节多

了一份了解，更对中华传统文

化多了一份热爱。

贵州省黔西县

水西中学八（5）班 熊佳佳
指导老师：刘万顺

奶奶的“两根针”

在我们小区前有一个小广

场，是人们晚饭后休闲娱乐的

地方，而清晨这里也有一道美

丽的风景。

每个星期天早晨，只要天气

好，我都会到广场晨读。每次来

我都会看见草地上有几只小猫

小狗在开心地玩耍。它们有时

追着蝴蝶奔跑，有时互相与同

伴摔跤，有时还会懒洋洋地伸

个懒腰，蜷伏在草地上晒太阳、

睡大觉。

草 地 北 面 有 一 棵 高 大 的

银杏树，树下有长椅，长椅上

常 常 坐 着 一 个 老 人 。老 人 戴

着眼镜，满头银发，沟壑纵横

的 脸 上 挂 着 慈 祥 的 笑 容 ，特

别是那些猫和狗都集拢到她

面 前 时 ，她 的 目 光 里 都 是 暖

暖的亲切。

每周末，我来时她已坐在

那儿，我走时她还坐在那儿，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又是

什 么 时 候 走 。然 而 蓝 天 、草

地、银杏树、老人和她的猫儿

狗儿组成了一片安逸、闲适的

风景。

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老

人也注意到了我这个爱晨读的

孩子。

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那天，老人招呼我过去，我正在

背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地倾泻在

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

雾浮起在荷塘里。”她笑着接上

了我的话：“叶子和花仿佛在牛

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

的梦。”

我笑着说：“奶奶，您记性

真好！”老人微微一笑，点点头

说：“我不仅学过，我还教过。”

我在老人身边坐下，她深邃的

目光望向远方，仿佛在追忆遥

远的过去。

原来这位奶奶是一位退休

的老教师，退休后一直一个人

生活。自从她发现有很多流浪

的小动物无依无靠，就开始收

留那些可怜的小动物。前几年

最多时曾收养了三十几只，近

几年，她的腿不太灵活了，照顾

不了那么多的小动物了，就把

它们相继送给了亲戚朋友照

顾，现在就剩下这几只了。

一只小猫轻轻地爬上老人

的膝盖，依偎在老人的怀里，老

人温柔地抚摸着小猫，眼里充

满了慈祥。一片树叶轻轻飘下

正好落在老人雪白的头发上，

老人伸手正准备拿，我忙说：

“等一等奶奶，您先别拿，像蝴

蝶结，您真美！”

老人抬头看我，举着的手还

没放下，一脸温暖的笑容灿烂

如花。

江苏省海门市

麒麟小学五（1）班 俞钥
指导老师：黄惠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