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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抹柿子红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610班 张钰琋

站在阳台上，透过小小的玻璃
窗，我看见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
一棵大的，一棵小的。一棵是曾祖
父亲手种下的，另一棵是曾祖父离
开那年，我与爸爸一起种下的。随
风飘落的那一片片叶子，像蝴蝶似
的，像精灵似的，像天使似的，慢慢
地在空中飞舞着。我想，也许这是
一封封写给曾祖父的信，托去我们
的思念；也许这是一个个来自秋天
的祝福……

每到了柿子红的季节，我总是
想我的曾祖父，想得特别厉害，我
的眼前就会时时浮现他穿着柿子
红大褂的那既清晰又模糊的背影，
那抹柿子红温暖了整个秋天。

曾记得那年深秋，一个寒风瑟
瑟的夜晚。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
遛狗，突然发现对面的柿子树后似
乎有什么东西在动。我牵着狗悄
悄走了过去，却只能看见那个人的
背影，那人似乎正在做着什么。我
悄悄地一步一步向着那个人的背
影走去，近了，更近了，我渐渐可以
看清楚那人的衣服了。这时，那个
漆黑的背影，转过了身。我立马躲

到了树后，探出半个脑袋。是他？
我的曾祖父！灰色肥大的裤子上，
是一件已湿透了的柿子红的大褂；
白色的口罩上，是一对无比疲劳的
眼睛，他的手中拿着一个绿色的塑
料垃圾袋，和一个黄色的夹子。原
来，我的曾祖父为了美丽乡村的环
境，自愿来打扫小区里的卫生。我
看了看牵着的狗，又望了望远处柿
子树影下那弯弯的背影，那抹柿子
红羞红了我的脸庞，我惭愧地低下
了头。

又记得有一年，一夜秋风劲。
我们的柿子树叶子落尽，火红火红
的柿子，一串串的、高高地挂上枝
头，把树枝都压弯了腰，就像院子
里升起的红红的灯笼。小时候大
人们都宠爱着我，特别是曾祖父，
吃饭时经常把我抱到老柿子树枝
丫的岔口让我坐着，然后一边喂我
吃饭一边喂着树下的狗狗。柿子
熟了，很快就有喜鹊登枝，一口一
口地啄食柿子。我爸急了，不由分
说就抄起竹竿去驱赶。曾祖父看
到了，急急忙忙地跑过去拦着，说
道：“别这么坏，让它吃！”曾祖父一

手握着竹竿，一手遮了遮从树缝投
过来的阳光，火红的柿子映照在他
那满是皱纹的枯树皮似的手背上，
好似美术老师刻下的版画，刚劲有
力。喜鹊可能一年顶多吃这么一
个柿子，而我们却不差这一个。那
抹柿子红，那弯弯的背影，在秋风
中随着斑斑驳驳的疏影似乎比那
竹竿都要高。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旅行，要
坐火车。坐火车，数我们小孩子最
开心了，我们跑来跑去，晚上累了，
倒头便睡，我与曾祖父正好在一节
车厢。曾祖父借着走廊里的灯光，
把我们的行李一一放妥，弓着背帮
我轻轻地盖好被子，然后蹑手蹑脚
地上了自己的铺。马上要到站到
家了，我看见曾祖父窸窸窣窣地老
早在整理了，原来我以为他在整理
行李，其实不是。他弓着腰，背更
弯了，身上裹着一身有点旧的柿子
红大褂显得格外耀眼。出门前，他
笑着跟我说：“琋琋，这柿子红图个
喜庆。”原来他在叠被子。曾祖父
耐心地把被子舒展开，换了好几种
方式，终于折成原先的模样，那“唰

唰”的、干枯枝似的瘦手指撸被子
的声音，在我听来格外悦耳动听，
那抹柿子红使小小的车厢更加亮
堂更加温暖。

天微凉，秋意浓。回忆像潮水
一般在脑海中翻滚。小时候，我喜
欢在秋日里坐在曾祖父的膝上，听
他讲柿子树的故事。我似乎又看
到了他那抹柿子红，那模糊的弯弯
的背影，从自家的缸里捞起一个好
看的柿子递给我尝尝，全家人围
着，曾祖父开心地让我给左邻右舍
送去。我的眼角顿时湿湿的，心里
说着：曾祖父，这是你吗？不知不
觉的，我的双手便想伸出去触碰一
下曾祖父，可谁知曾祖父的身影一
下子化为一片霞光，飘走了。我流
着泪，哭着喊着：“曾祖父，我好想
您呀！”

窗外的柿子树红红火火，生机
勃勃，仿佛在炫耀时光对它的抚
爱。打开窗户，一阵秋风吹来，两
棵柿子树紧紧依偎着，年复一年，
风景尽在树梢，一派生机盎然之
感，定能给人奋发向上的力量。

指导老师 李红芳

窗外石榴树上的石榴又成
熟了。在风中那样绚烂，这又勾
起了我对那位和蔼慈祥的老奶
奶的思念。

还记得在那个春天，我新栽
了一棵石榴树。那时候的石榴
树还是一棵苗，只有几片叶子为
光秃秃的枝丫增添了几分生
机。叶子是新绿的，小小的一
片片，让人好不怜爱。

窗外总有一道美丽的风景，
深深地牵引着我。那满头白发
的老奶奶每天总会提着一桶水
来为石榴树浇水，她的脸上总挂
着和善的笑容，轻轻抚摸着枝
干，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抚摸一
样，那么轻柔，好像生怕弄疼了
它。老人被风吹起的头发与石
榴树的枝叶交织在一起，就像一

幅画卷印在我的心底。老人每
天都会来陪伴石榴树，每天都会
来为它浇水。只要抬头望去，便
能看到那日日茂盛的石榴树。

可是，有一天，老人没有
来。一天、两天，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老人再也没有来过。窗外
不再美丽，只剩下那棵孤零零的
石榴树。

我虽不知道老人的姓名，但
她对那石榴树的关怀，对生命的
关怀，对自然的善良，却深深地
牵动着我。

又是一年，石榴花又开了，
但老人却不在了。那小小的石
榴花在风中开得那样张扬，又那
样夺目，我好像又看到了那飘在
风中的白发……

指导老师 严昕晨■柿子红了 实验小学310班 吴昀泽

窗外的石榴树
■稚川实验中学705班 黄雨萱

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
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家里吃的东西越来越
多，往往是好多东西还没吃就过期了。隔一
段时间，妈妈总要整理一次，把过期的食物毫
不犹豫地扔了。我家餐桌上的浪费也有点严
重。这不，今天是假日，妈妈又做了一大桌好
吃的，可我们撑开肚子狠命地吃，还是剩了不
少。一个家庭是这样，更何况一个国家，每年
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粮食，我们真的要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

但是在生活中能做到“光盘“很难。有一
次我和妈妈去饭店吃饭，因为那天玩得实在
太饿了，于是吃饭时点了很多菜，还点了一大
碗米饭。美味的饭菜上来了，我狼吞虎咽地
吃着，可是我只吃了一半就饱了，菜也剩下了
好多。妈妈说：“吃饱了，我们走吧。”我看着
桌上的菜和饭，说：“妈妈，打包带回去吧！”妈
妈瞥了一眼说：“带回去，你吃吗？”“我吃就我
吃！”我斩钉截铁地说，“服务员，打包吧！”这
时，店老板听到声音出来了，竖起大拇指：“习
爷爷提出的光盘行动，是一种时尚，这位小朋
友做得真棒，妈妈要向她学习哦！”妈妈听了，
连声说：“应该应该。”于是妈妈和我一起动手
把那些菜打包带走了。回到家里，爷爷奶奶
看到这么多的菜，感慨地说：“你们不知道，我
们那个年代，能吃上一碗米饭已经很幸福了，
有时候全家人就做一大锅见不着多少米粒的
粥，就着咸菜喝两碗，还要干一天的活，经常
饿得肚子咕咕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
也要勤俭节约啊。”

这个学期开学后，为了践行“光盘行动”，我
们学校也在班级中进行了“光盘”行动的调查与
记录，每天吃好午饭，都要根据剩饭剩菜的多
少，对每个学生进行等级评定：全部吃光了的评
A等，剩下比较少的评B等，如果剩的饭菜多了，
那只能是C等了。一个月下来，因为我每次都
吃得很干净，还被评为了月度“光盘之星”。

现在，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光盘的好处，也
在乐此不疲地践行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今天不剩饭菜
做起。

指导老师 金薇玲

“嗡嗡嗡……”一只迷路的小黄蜂，悄悄
地飞进了我们班，在我们班引起了一场战争。

当时是自修课，黄蜂刚一飞进来就引起
了同学们的一阵骚动。黄蜂飞快地穿过课
桌，最后停在了窗帘上。大家的目光齐刷刷
地都落在这只黄蜂上，短短的几秒钟好像时
间凝固了似的。突然一个胆大的同学摇了摇
窗帘，那只黄蜂瞬间飞了出来，在教室里绕了
几圈最后停在了我的书包上，当时很多同学
都没有发现，包括我。只听“嗡嗡”的声音仿
佛就在我耳边，但就是不见黄蜂的踪影。我
也像这黄蜂一般急得团团转，突然看到这只
黄蜂正停在我的书包上，扇动的翅膀仿佛在
向我示威，我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喊：

“啊！黄蜂在这里。”我们全班的目光一下子
聚集到我身上，好像我就是那只黄蜂似的，弄
得我一下子不知所措。

一阵惊吓过后，有一些胆大的人开始拿
着课本和尺子，冲到黄蜂面前，疯狂地向黄蜂
反击。但这只黄蜂在尺间飞快地穿来穿去，
灵巧地躲过了尺子的袭击，最终攻破包围在
天花板上停了下来。这时有人提议用橡皮攻
击，于是我们又向黄蜂发起第二轮攻击。

大家都拿起自己的橡皮瞄准黄蜂向它扔
去，虽说这黄蜂在“枪林弹雨”中受到一些伤
害，可它仍然四处搞袭击，这入侵者真是来者
不善，一会儿叮在同学的头上，一会儿从同学
眼前掠过，一会儿又围着同学“嗡嗡”乱叫。
我们班最调皮的小盛则拿起拖把站到桌子上
向黄蜂打去，整个班级就像一锅沸腾的水，到
处是欢呼声，叫好声。

黄蜂虽然灵活，但我们毕竟人多势众，黄蜂
见寡不敌众，于是向门口飞去。这时老师正好
走到教室门口，一看到黄蜂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哈哈，原来老师也怕黄
蜂。我们趁老师还没回过神来，又是一阵哄笑。

指导老师 陆 苗

课堂里的不速之客
■平师附小六（5）班 徐浩研

我的家乡在浙江平湖，它虽然
没有繁华大都市上海那样的车水
马龙，也没有美丽杭州的如诗如
画，更没有苏州的山水秀丽，但我
却爱它，因为这片土地上有勤劳质
朴的人们。

家乡的农村变了，以前参差不
齐的杂草地，如今变成了人见人爱
的观光旅游基地；家乡的水变了，以
前臭烘烘的小河流，如今变成了清
凌凌的碧水青天；家乡的路变了，以
前泥泞崎岖的羊肠小道，如今变成
了又宽又直的八车道；家乡的房子

变了，以前低矮的草棚、瓦房，如今
变成了高楼大厦、文化遗产……

家乡在一点点地改变着，家乡
在一天天的日新月异着，家乡在一
年年地翻天覆地着。我睁大了眼
睛，细心地观察，留心地搜索，仔细
地探索……恨不得把家乡的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的变化，
都统统装进我的脑海里，写到我的
文章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的
千变万化。

于是我问奶奶：“亲亲，我们
以前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奶奶

沉默了好一会儿，笑呵呵地说：
“以前啊，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十
多平方的小瓦房，做饭只能在公
用过道上，只有一个小小的黑白
电视机，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
没有那么多好看的书。哪里像
现在，住在这么宽敞又透气的高
楼里。”

“奶奶，”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
奶奶的回忆，接着问道：“那这些年
来你身边有哪些变化 ？”“这个嘛，
变化可真不小。”奶奶不假思索地
回答：“我刚工作的时候除了骑自

行车，交通基本靠两条腿，去上班
要骑40多分钟才能到，现在基本家
家户户都有汽车，到哪里都很方
便；40多年前，我刚上班，工资只有
几十元，买个雪糕只要一角钱还不
舍得吃，而现在，吃的、穿的是应有
尽有……”

“哇，变化这么大，我生活在如
今这个时代真是幸福啊！”我感慨
着，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
了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而贡献自
己微薄的力量 。

指导老师 徐艳杰

家乡的变化
■百花小学404班 华婉亭

“快去看，分班名单贴
出来了！”窗外有同学大喊
道，大家迫不及待地飞奔到
门前。一年一度的军训又
结束了，每年都会重新分
班。此刻，我正端坐在教室
里，捧着新书，却一个字都
看不进去。抬起头，看向身
旁，只见故人依旧。我一定
会跟他们继续同班的，一边
走我一边不断地自我安
慰。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再
往下，却一个好朋友都没找
到。我不甘心，也许是看漏
了，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
遍，确实一个熟人也没有。
回到座位，好友们都在收拾
书包准备前往另一个班。

我在心中暗暗苦叫，天
呐，我一共才几个好朋友，
全都走了。“拜拜！”听到这
句话，我一抬头就看到朋友
们背上书包向我挥手走出

班级的门，眼眶不禁热了起
来。几年同窗就这样离我
而去，看看身边有些同学是
早已认识的，他们早就聚在
一起聊天，身边的喧闹与我
无关。仿佛有一道厚厚的
墙壁，将我与众人隔成了两
个世界。

我趴在课桌上，忽然听
到一个陌生同学的声音：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一
抬头，她的笑似一股暖流流
入了我的心田，阳光洒在她
的脸上。近视眼镜的镜片
折射出灿烂的光点，空气中
的尘埃在她的睫毛上跳跃
舞动，唇角微微上扬，露出
洁白的八颗牙齿，她动手理
了理刘海。我一晃眼，竟忘
了刚才的话了。“你刚说了
啥？”“我可以坐这里吗？”她
又重复一遍，我立马说道：

“可以可以。”她放下书包，

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现在
也是孤身一人，咱俩相依为
命吧！”她边说便嘻嘻地对
我笑。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好啊好啊。”心里忽然觉得
明媚了起来。

自那以后，我俩就成了
互相“打闹”的好朋友，下课
我就去她座位上捣捣乱，她
经常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怒
目圆睁，大声叫喊着我的名
字，然后再加上一句：“哎呀，
你要干什么呀？”每次上兴趣
课，她总是最先来到我的座
位旁，大喊：“快走啦，上课要
迟到了。”我也会抱怨：“别拽
啦！手都要拽断啦……”

如果上帝为你的心房
关上了大门，别担心。回头
看一看，一定留有一扇窗，
那外面的世界必定是花团
锦簇。

指导老师 张林琳

舌尖上的节约
■林埭中心小学601班 李 静

开学初的那点事儿
■南市学校904班 吴心成

■京戏 城关中学802班 邵心缘
指导老师 王红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