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3平湖版

2021年1月11日 星期一 电话/85018129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丁阮育 版式/李春霞 校对/张真

CHENGSHI·CHENGZHANG

城市·成长

爱，它是什么？是黑暗中的
一束光芒；是荒漠中的一方绿洲；
是饥寒交迫时的一碗暖汤……

天忽然黑了，墨一般的乌云
聚集在一块儿，遮住了太阳。不
一会儿，豆粒大的雨点就劈头盖
脸地朝人们砸来，掉在地面上溅
起的水珠弄湿了我的裤脚。

我赶紧狼狈地躲到了车站
下，拭掉额头上的雨水，卷起湿透
了的裤脚，抖了抖衣服上的水珠，
我嘀咕了一声：“真倒霉，刚放学
就遇到这样的鬼天气。”

这时我的眼角瞥到了一位
老奶奶，灰白的头发，脸颊上布满
了沟壑，一双小眼睛正吃力地睁
着。奇怪，这位奶奶年纪这么大
了，怎么还跑出来，也不怕家里人
担心吗？

正当我坐在长椅上皱着眉头
不停地搅着双手时，奶奶把我叫
了过去：“小娃娃，你过来，这儿吹
不到风，也暖和些。”望着奶奶和
蔼的脸庞，我走了过去，奶奶看着
我，讲起了她孙女的故事。

原来奶奶的孙女比我大些，
正在上初中，她成绩优秀，性格温
和。听着奶奶的话，我脑海中浮
现了这样一个女孩：亭亭玉立，正
微笑着向我招手……然而奶奶的
神色忽然黯淡了下来，有点难过
地说：“可她却不怎么喜欢我。”我
心里很是奇怪，奶奶冒着风雨接
她回家，她为什么不喜欢奶奶呢？

一辆公交车停在了我们面
前，顺着奶奶的视线望过去，一位
与同学说笑着，眉眼间尽是温柔
的女孩下了车，但她一看到奶奶，

脸色就阴沉下来。我看她这样就
气不打一处来，想起奶奶的话更
是怒火中烧，只见她径直走到我
们面前，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奶
奶去把车推过来。”

奶奶走了，我正想质问，她却
拉住了我的手：“小妹妹，你认识
我奶奶？”我摇了摇头，说只是碰
巧遇到，聊了一会儿，姐姐犹豫了
一会儿，拉着我的手问：“小妹妹，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奶奶，让她下
次不要来等我啦。”我很是不解地
问：“为什么呀？”她说：“奶奶身体
不好，她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万
一哪天出事了，摔着碰着了，我可
怎么办啊？”我听了她的话，终于
明白了奶奶所说的“孙女不喜欢”
的原因了。

奶奶推着车，慢慢地来了，姐

姐夺过车子，把伞给了奶奶，不停
地数落着：“下次你不要来啦！”奶
奶似乎有点慌乱无措，姐姐帮奶
奶骑上了车，自己也跨上车子，奶
奶要把伞让给姐姐，她不愿意。

“你这样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怎么
骑车，你自己打着，要是感冒了又
得麻烦我。”奶奶就把伞给了自
己，却还是把伞悄悄举高了些，又
往姐姐那儿移了移。而姐姐呢，
故意放慢了骑车的速度，好护着
奶奶，不让她受伤。

看着这对祖孙，不知为何我
的眼眶湿润了，不知是雨水还是
泪水。

爱，它无处不在。是一句温
暖的话语；是一杯热气腾腾的香
茗；更是一颗为对方着想的心！

指导教师 崔玥颖

说起小康社会，你一定会问：什么是小康？读
了《全面小康 我们来了》这本书后，我知道小康是
国家兴旺、百姓富裕。在我们家奔小康的路上，一
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祖父出生于1929年，那时候的中国非常落
后。年幼时，曾祖父的父母因为养不活他，便把他
送到了很远的地方去做长工，帮别人放牛、干杂活
以换取一点食粮。直到13岁那年，曾祖父才回到
自己家里。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他便义无反顾地加
入了民兵队伍，成为民兵队长。后来，曾祖父经常
感叹：“幸好当时毛爷爷来了……”

1957年，我的爷爷出生了。虽然当时农村的
条件有了一点改善，但农民依然只靠出劳力种地维
持生活，一家人还是只能住在破旧简陋的小平房
里。由于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所以也还是经常吃
不饱饭；因为学费交不起，所以没读几天书就辍学
了。现在，每每说起老底子的事，爷爷总是感慨万
千：“我们那时候苦啊，你看现在生活多好……”

爸爸妈妈是出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春风里的
“80后”一代。因为邓爷爷推行了改革开放，各地
建起了工厂，人们去厂里上班，我家富裕了一些，
造起了二层楼房，还添置了黑白电视机。在当时
那个年代，那是多么洋气啊！在妈妈的记忆里，纽
扣饼干、麦芽糖、大白兔奶糖……这些都是儿时的
味道，那份味道永远留在童年的记忆里。在他们
小时候，家里越来越重视读书，深深知道唯有读书
才能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18岁那年，爸爸妈妈
都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了光荣的人民老
师。前两年，爸爸响应号召，开启了倾情的援疆之
路，我为他感到骄傲。爸爸妈妈经常跟我说，作为

“80后”，他们这一代人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
变迁，祖国变得强大了、人民变得富裕了，我们对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由衷的自豪！

我出生于2010年，这是个美好的新时代。现
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富裕多了，想吃什么就吃什
么，好多人都愁着减肥呢。衣服经常换新的，每到
换季，妈妈总是看着满橱的衣服犯愁。城里的房
子越造越高、环境越来越好，乡下爷爷奶奶家也造
起了三层别墅，可舒适啦！学校里有宽敞的教室、
先进的多媒体，还有优秀的老师，学习条件从未这
么优越。更为惊叹的是，科技正悄悄地改变着我
们的生活，网上购物、刷脸付款、钉钉网课……全
面小康的路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小学生，祖国的未来寄托
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加倍努力，努力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为小康社会添砖加瓦，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指导老师 俞良勤

蜻蜓轻轻点过湖面，
鱼儿欢快跃出水面，
水花溅溅，
微波漾漾，
暖风习习，
暖阳四射，
浇灌着抚摸着照耀着，
每一颗纯净的平湖人的心。

东湖，
柳絮在微风中飘扬，
那是你的秀发。
纯净的湖面，
那是你的眼睛。
鱼儿跃出水面时，
湖面上的波晕，
是你笑起来迷人的酒窝。

春天，
你在头发上轻轻用鱼肚色的天空装饰，
夏天，
你又轻轻把发卡换成了明亮的月夜，
秋天，
你又将发卡换成了晚霞，
给人一副和谐的自然美，
令人心旷神怡。
每次走在东湖的路上，
微风就会轻轻地吹拂着你的面庞，
暖阳会轻轻地将它的温暖洒在你的眼下，
鱼儿会从水面跃起向你表示欢迎。

东湖，
你是我们心中最闪耀的那颗星。
一颗我们依赖的星星，
无论是清澈的水，
温暖的阳光，
和煦的微风，
还是欢快的笑声，
只要有你在，
就让人有足足的温馨感。
啊，
美丽的东湖，我们心中最闪耀的那颗星！

指导老师 陆丽娟

随着科技发展，手机成了现代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东西。相信很多大人和小孩
都经不住手机的诱惑，我也不例外。我喜
欢玩手机里面的游戏。但我妈妈坚决不
允许我玩游戏，担心我入迷，影响学习。

有一天，我跟爸爸妈妈说：“我们班有
好多人都有自己的手机。”经不住我的软
磨硬泡，妈妈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还
信誓旦旦地说：“我绝对不会玩游戏的！”
于是，妈妈给我了一个爸爸用剩的旧手
机，虽说是旧手机，功能还是蛮齐全。看
着这期待已久的手机，我心里不知道有多
高兴，终于如愿以偿了，拿了手机赶紧去
书房做作业。

做了一会儿，我就忍不住了，心里一直
想着手机，像着了魔一样。要不我下一个
小游戏玩一会儿。我走出书房，看到妈妈
在洗碗，爸爸在看书。于是，我溜到了书
房，偷偷下了个游戏。我大声跟妈妈说：

“妈妈我作业做完了，我去房间里看一会儿
书！”我拿了一本大书，把手机也拿了出来，

装模做样地看书，其实是把书立起来，手机
放在里面玩游戏。正在玩得高兴时，妈妈
突然走到了门口，推开门，听到了“咔咔”的
声音。我立刻拉开了抽屉把手机放了进
去，心跳如雷，紧张极了。妈妈看了一眼，
以为我在看书，就退出了房间。瞬时，我松
了一口气，胆子更大了，继续玩游戏，一发
不可收拾，时间大概又过了20分钟。这时，
我又听到了脚步声，妈妈过来了。我立刻
掀开被子，把手机扔了进去，强装镇定地去
洗澡。结果，妈妈帮我整理被子的时候，摸
到了手机，顿时怒不可遏：“浩浩，你玩过手
机没有？”我身体瑟瑟发抖，支支吾吾地说：

“没……没有！”妈妈说：“我最讨厌说谎的
人了，手机都滚烫了，还说没玩！”妈妈失望
极了。“对不起，我说谎了。我以后没有经
过您的同意，不会玩了。”我低着头说。我
知道了我的错误，妈妈最后还是原谅了我，
但没收了我的手机。经过了这件事，我再
也不说谎了。

指导老师 吴晓慈

我再也不说谎了
■东湖小学502班 罗林浩

那天上午第三节课，老师大踏步走了
进来，把手中的作业放到一边，说：“这节
课我们来演讲，说说自己的心爱之物，就
是之前写的单元习作。”

下面顿时有声响了，有的在抱怨老师
的任务，有的则在暗自开心。而我并没有
什么抱怨，因为我认为演讲对作文好的人
来讲并不算什么难事。

老师等到下面安静后说：“自己主动
上来的，可以在投票的时候给自己的积分
额外加 2分；如果没有举手的人，我们就
抽签。当然，如果你是被抽到的，那这 2
分就没有了。”老师话音刚落，我就瞧见有
几只手举了起来。我本来也是想举手的，
但是经过了一番心理活动，我放下了手。

首先是张同学，她走上了讲台，手里
拿着作文本，讲了起来。那声音很响，班
级里的角角落落都听得见。我完全沉浸
在她的演讲里，无法自拔，甚至都忘了拍

手叫好。张同学回到座位上，轮到了投票
环节。我举直了自己的手，为她投了一
票。听完了她的作文，我想：天啊！别人
的作文写得这么好，我还是不举手了吧！

同学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上台讲述自
己的心爱之物，有的声音很响亮，有的则
有些听不清；有的在台上落落大方，有的
却用本子遮住了自己的脸……我也在心
里不断地比较着自己和他们的差距。

最后一个是许同学，她的声音有一点
小，但是我还是听到了她的故事，我边听
边想着：自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我得
自信一点，接下来就举手上台试试。投票
统计完，正当我准备举手的时候，突然下
课铃响了。“唉！”我觉得有些可惜。

通过这堂课，我不仅知道了班级里同
学在写作和演讲方面的水平，还意识到自
己缺少自信！

指导老师 王人杰

不一样的课
■新仓中心小学505班 吴轩波

不久前，妈妈带着我到老师家里体验
做梳子。老师告诉我们，在我们眼前的是
老师帮我们做好的基础造型，我们当天的
任务是要把梳齿削尖和磨光滑。我听后觉
得这个任务好简单啊！

首先老师给我们小朋友一个用木头做
的小垫板和一把专用的刻刀，耐心给我们
示范如何操作，一边示范，一边还给我们
讲解。接着老师就让我们自己动手了，过
了许久，我终于做完了这一道工序，我乐得
像花儿一样。可是这只是困难的开始。

接下来老师把一把尺和砂皮纸分到了
我手里，帮我把砂皮纸对折，又把尺子放到
了砂皮纸里。老师告诉我，接下来，我需要
把砂皮纸从梳子的上面往下快速地磨，这
样磨完，还要在梳子的最底下前后磨，在梳
子的前面磨、后面磨……过了好久，我终于
磨完了，老师用机器帮我刻好了鱼眼睛。
谁知道，老师又给了我另一张砂皮纸，我问
老师为什么？原来砂皮纸有目数。我本来
磨的是 120目的，现在要磨的是 240目的，
还有 400目、600目等的砂皮纸在等我呢，
就这样，我磨了快一个小时，终于磨好了，
梳子就像一条活灵活现的小鱼。老师看我
磨好了，立马走过来帮我修了修，表扬我磨
得很好，很有耐心。终于，我的梳子磨好
了，原来要做好一把梳子要经过这么多的
步骤，要花这么多的心血在里面。

做完的梳子太美啦。我摸到它就想起
了我洗过的碗，好光滑；再看它的造型就想
到池子里的鱼，好灵动。当我的注意力还
停留在梳子的美时，忽然一阵香气闯入了
我的鼻子，这就是木头的香味啊！

做完梳子，虽然辛苦，但我中途没有让
妈妈帮过一次，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做
梳子的辛苦。以后，我要珍惜身边的每一
样物品，因为它们都是来之不易的！

指导老师 张冬燕

■可爱的小车 稚川实验中学701班 张紫一
指导教师 姚 宁

读一本好书

越来越好
——读《全面小康 我们来了》有感

■百花小学育才校区五（5）班 邬 震

东湖之景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509班 徐心雨

爱，在身边
■东湖教育集团独山港中学黄姑校区701班 张 洋

小鱼梳子
■叔同实验小学403班 朱若月

■苹果红了 林埭中心小学503班 顾芯悦 指导老师 王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