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花小学302班 王璐成

春日放纸鸢

““草长莺飞二月天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拂堤杨柳醉
春烟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忙趁东风
放纸鸢放纸鸢。。””春回大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万物复苏，，我和我和
哥哥顺应时节哥哥顺应时节，，一起去美丽的明湖一起去美丽的明湖
放风筝放风筝。。

一到放风筝的地方一到放风筝的地方，，就看到了就看到了
地上一丛丛探出小脑袋的小草地上一丛丛探出小脑袋的小草，，给给
空旷无比的明湖增添了一抹绿色空旷无比的明湖增添了一抹绿色。。
遍地的绿草犹如成千上万的观众遍地的绿草犹如成千上万的观众，，
他们正欣赏着天空中的风筝他们正欣赏着天空中的风筝。。我抬我抬
头一看头一看，，天空中有各种各样的风筝天空中有各种各样的风筝：：
有翩翩起舞的花蝴蝶有翩翩起舞的花蝴蝶，，有欢快游动有欢快游动
的大鲸鱼的大鲸鱼，，有展翅翱翔的老鹰有展翅翱翔的老鹰，，还有还有
年兽正在追边上的奥特曼年兽正在追边上的奥特曼，，像是要像是要
比个高低似的比个高低似的，，有趣极了有趣极了！！

““哇哇，，太棒啦太棒啦！！””我循着欢呼声向我循着欢呼声向
远处看去远处看去。。““我的风筝放起来啦我的风筝放起来啦，，我我
的风筝放起来啦的风筝放起来啦！！””原来是一个小朋原来是一个小朋
友把风筝放起来了友把风筝放起来了。。旁边的爸爸竖旁边的爸爸竖
起大拇指说起大拇指说：：““你看你看，，我家儿子放得我家儿子放得
真高呀真高呀！！”“”“可不可不，，放眼望去放眼望去，，就属我就属我
们家的风筝放得最高了们家的风筝放得最高了！！””边上的妈边上的妈
妈满脸的骄傲妈满脸的骄傲。。小朋友伸着双手小朋友伸着双手，，
身体用力地往后靠身体用力地往后靠，，吃力地喊道吃力地喊道：：

““爸爸爸爸，，我要拉不住了我要拉不住了！！””
““弟弟弟弟，，你快来看你快来看。。””我回过神我回过神

来来，，转头一看转头一看，，哥哥的蜈蚣风筝已哥哥的蜈蚣风筝已
经飞起来了经飞起来了。。我看着一只只自由飞我看着一只只自由飞
翔的风筝翔的风筝，，心想心想：：放风筝也蛮简单放风筝也蛮简单
的嘛的嘛！！于是我便决定自己搞定于是我便决定自己搞定，，结结
果一连失败了好几次果一连失败了好几次：：第一次第一次，，我我
没有找好风向没有找好风向，，风筝总是绕圈圈风筝总是绕圈圈；；
第二次我跑得太快了第二次我跑得太快了，，风筝总在地风筝总在地

上连爬带滚上连爬带滚；；第三次好不容易放得第三次好不容易放得
挺高了挺高了，，风筝却不知怎么的晃晃悠风筝却不知怎么的晃晃悠
悠地往地上栽跟斗……之后又试了悠地往地上栽跟斗……之后又试了
好几次好几次，，累得我汗流浃背累得我汗流浃背，，但还是但还是
失败了失败了。。

这时候这时候，，哥哥走了过来哥哥走了过来，，告诉我告诉我
诀窍诀窍：：““首先绳子不要放出来太长首先绳子不要放出来太长，，
再把风筝举起来找到风向再把风筝举起来找到风向，，然后面然后面
对着风对着风，，拉着绳子慢慢跑拉着绳子慢慢跑，，让风筝慢让风筝慢
慢飞起来慢飞起来。。千万别一下子就把绳子千万别一下子就把绳子
全部放出去全部放出去，，要根据风速要根据风速、、跑速适当跑速适当
放绳子放绳子。。””我听了后非常高兴我听了后非常高兴，，赶紧赶紧
按照哥哥教我的方法再次尝试按照哥哥教我的方法再次尝试。。结结
果放风筝时忘了看脚下果放风筝时忘了看脚下，，摔了一跤摔了一跤，，
可想而知可想而知，，我又失败了我又失败了。。

只要功夫深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铁杵磨成针。。我我
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只要还有力只要还有力
气气，，一定要让风筝飞上青天一定要让风筝飞上青天！！接着接着
在哥哥的帮助下在哥哥的帮助下，，我又试了一次我又试了一次。。
这次这次，，我的风筝终于飞了起来我的风筝终于飞了起来，，而且而且
越飞越高越飞越高，，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正在我得意正在我得意
的时候的时候，，调皮的风姑娘把线给剪断调皮的风姑娘把线给剪断
了了，，风筝一下子像脱了缰的野马飞风筝一下子像脱了缰的野马飞
奔而去奔而去，，不一会儿就不见了不一会儿就不见了。。我想我想：：
风筝也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风筝也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啊啊。。

虽然风筝飞走了虽然风筝飞走了，，但是哥哥说但是哥哥说：：
““放飞风筝放飞风筝，，放掉晦气放掉晦气，，今年我们的今年我们的
运气一定特别好运气一定特别好。。””

这次我们不仅玩得尽兴这次我们不仅玩得尽兴，，还迎还迎
来了新的一年好时运来了新的一年好时运。。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朱朱 叶叶

一说到传家宝，人们总会想到
金银财宝，我家也有传家宝——一
本古老的《三国演义》！

书封已经陈旧不堪，发黄的纸
张又干又脆，封装的线都裂了好几
处，打开时要小心翼翼。

这本书，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爷爷说他小时候家里穷，连吃饭都
成问题，更别说买书了。但家庭的
困境挡不住爷爷对书的热爱，他用
自己存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
本《三国演义》。爷爷捧着书，就像
捧着珠宝一样，对它十分爱惜。爷
爷每晚都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品
读：宽厚仁慈的刘备、智慧多疑的曹
操、粗中有细的张飞、骄傲坚毅的关
羽……有时看到深夜都不自知。

之后爷爷将它传给了爸爸，可
能是受爷爷的熏陶，爸爸也十分热

爱读书。有一次他在水池旁认真地
看着书，当他看到曹操在官渡之战
英勇无畏、以少胜多时，心里一阵狂
喜：曹操太厉害了，我也要像他一样
当个大英雄！说着他便假装舞剑，
结果把书给挥到水池里了，这也是
这本书很皱的原因。

爸爸后来又把这本书给了我，
我也每天将它拿在手里，爱不释手，
十分着迷！我问爷爷为什么还要留
着这本“破书”？爷爷说并不是因为
它很值钱，珍贵的是我们家热爱读
书的家文化。

听了爷爷的话，我一定会将它
看完，学习求贤若渴的刘备，足智多
谋的诸葛亮，忠厚有信的赵云……
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指导老师 龚 晔

■黄姑实验学校603班 徐雯萱

传家宝《三国演义》
读一本好书

■百花小学504班 高雨琪

这学期，我进步了

送走了特殊又“漫长”的寒假，
我迎来了新的学期。新的学期，新
的环境，我始终都觉得要以崭新的
面貌、最好的状态来面对。我一直
相信“百尺竿头”又一春，“更进一
步”再登攀。开学至今，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我进步啦！

那么，进步到底是什么？是成
绩提高？是各科作业质量改善？还
是书写比以前漂亮工整？其实，不
瞒你说，在我眼里，上课积极举手发
言也是一种进步。

新学期开始，班主任金老师就
给我们创设了一项加分“游戏”——
请每科任课老师点评学生“上课纪
律”“课堂表现”以及争做“发言之
星”等的情况。争做“发言之星”对
很多同学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对于比较“内向”的我而言，却是
个大难题！

这两天，我一直只有 9颗星，缺
少的就是“发言之星”。就拿语文课
来说，当老师开始提问时，我的脑袋
里只想着“举手，不举手”？仿佛就
像心中的天使和恶魔在战斗一样，
举棋不定。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迈出
那一步，选择了听恶魔的话——不
举手。

第三天，我隐隐感觉：作为一名
班干部，这样下去不仅没有给班级
同学树立好的榜样，而且也是对自
己学习的不负责任，是对老师付出
劳动的不尊重。于是，我暗暗下了
一个决心：必须要克服自己胆小、内
向的弱点！

等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开始
提问了。在我内心挣扎了一番之
后，我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我大
胆地举起了手。仿佛是为了对我勇
于举手的肯定，老师第一个叫我回
答问题。我也不负众望，用最大的
声音说出了最正确的答案。老师笑
着对我说了一句“good”！我心里开
心极了。

在这次“举手”之后，我又尝试
举手了好几次。之后发现：原来，

“举手”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
举手的过程中，我还感受到了属于
举手的快乐。这快乐便是老师给予
我的赞扬与鼓励，也是我对自己的
肯定和迈向自信的起点。

今后，我也会一直保持下去，不
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勇敢且坚持，感
受每一次“进步”带给我的喜悦。

指导老师 陈玲玲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410班 徐嘉卉

奶奶的味道

我的奶奶是个大厨师，平湖各种美
食她都会做，只要你说得出名字，她就能
给你做出来。于是，我和弟弟成了奶奶
最幸福的小吃货。

奶奶的味道是甜甜的。清明节到
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打开家门，热
气腾腾的白雾从厨房飘来。“你回来了！
快来尝尝我亲手做的青团吧！”奶奶把我
拉进厨房，我打开蒸笼的“帽子”，一阵白
雾蒸腾而起，奶奶一笑，拿出扇子一扇。
哇，绿绿的青团好像一块块圆圆的翡
翠！我夹起一个咬了一口，那豆沙在嘴
巴里翻滚了两圈，一下子滑入了食道，甜
甜的口味在嘴中久久不散。奶奶拿走了
一些，放到供桌上给去世的老祖宗们
吃。每逢佳节倍思亲，青团是家乡人民
祭奠祖先的一种习俗呢。

奶奶的味道是脆脆的。中秋节到

了，眉毛饺可是我和弟弟最喜欢的“小零
食”呢。只见奶奶拿出一坨和好的大面
团，用擀面杖擀出一个薄薄的面皮，用碗
扣成一个个圆圆的面饼，接着在上面撒
上芝麻，把圆饼对折后就成了眉毛饺。
最后，奶奶在锅里倒满油，把眉毛饺下锅，
煎到两面都变得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淘气的弟弟伸手就抓了一个：“好烫，烫死
我了！”奶奶笑着说：“小心点。”终于，眉毛
饺不那么烫手了，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
个，“咔嚓”一声，一个小角被我吃进了嘴
里，芝麻的脆香味瞬间在口中翻腾。奶
奶说：“眉毛饺是中秋节团圆的期盼，月亮
总有圆的时候，每年中秋月最圆，所以在
外工作的人都要回来吃眉毛饺。”“那这个
眉毛饺像眉毛一样弯的，我做个圆圆的
饼，不就是大团圆了吗？”我说完，就用两
块面皮粘成了一个大圆饼。“哈哈！”大家

都一起笑了，奶奶把大圆饼也放进了锅。
奶奶的味道是暖暖的。春节到了，

该做尺糕了。奶奶吩咐道：“妈妈去筛
粉，爸爸劈柴，爷爷烧火，你们两个小吃
货来尝尝我做好的豆沙甜不甜。”我们开
心地尝了一口，“甜！甜！真甜！”奶奶一
笑，随即把粉倒进模具，放入豆沙再用粉
压紧，最后划成一块块方糕，就开始蒸
了。蒸好之后，又调了一些红色素，用筷
子在每块尺糕中间点上一点，真是画龙
点睛。尺糕做完就可以吃了，奶奶说：

“大宝拿一些送给东家邻居刘婆婆，小宝
拿一些送给西家邻居张叔叔，尺糕要分
享才快乐。”

各种美食带着奶奶的味道，来到了
邻居们家，也深深地藏进了我们的心里。

指导老师 巨春志

■叔同小学叔同校区405班 孟芈琪

大公鸡

我家有一只很搞笑的大公鸡。
它浑身覆盖着棕黄色的羽毛，尾羽
是黑色的。头上有两个豆粒般的黑
眼睛，下面是金黄的尖嘴巴。最引
人注目的还是那皇冠似的鸡冠，神
气十足，但那圆圆的粉色的腮，又为
它添加了许多可爱。

我还没养这只鸡的时候，学到
过一首古诗，里面写了大公鸡早上
可以打鸣，叫醒贪睡的人们。我本
来以为公鸡只有早上的时候打鸣，
而且只叫一会儿。等我把这只大公
鸡养在我家的车库里后，我才知道，
原来这公鸡这么爱显摆，一叫就是
好几个小时。它可不光是清晨会
叫，白天的时候无缘无故就要开上
好久的“演唱会”，真叫人又爱又恨。

我最喜欢的是看它吃饭，常常
看得我笑个不停。我家的鸡吃饭像
人一样挑剔，总要主食、蔬菜和水才

能吃饭。主食，也就是谷子。它吃
谷子的时候，会先专注地盯着食物，
头一摇一晃的，仿佛在仔细辨认这
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凑近脑袋，用
它那嘴巴上方小得不得了的鼻孔闻
上好一阵子，才把头伸进去啄几
粒。它吃饭的时候非常从容不迫，
譬如它吃白菜叶时，总是先叼一小
片叶子出来，再衔着那片叶子啄一
小口。反反复复如此，好像时间特
别多一样，我有时都觉得它真的像
个皇帝。

我经常会和它一起玩。它一看
见我来了，就竖起翅膀扇几下，好像
在迎接我的到来，我便会蹲下身子
抚摸几下它柔顺的羽毛，和它玩耍。

这就是我家的大公鸡，是不是
又搞笑又可爱呢？

指导老师 毛保华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209班 管道骊

地摊经济
初体验

“铃铃铃——”我在美梦中被一阵清
脆响亮的闹铃惊醒了，睁开迷蒙的双眼，
咦？才五点半，但是今天不上学呀！哦，
原来昨晚和奶奶约好了今天一早去体验
摆地摊。

我快速洗漱完，来不及吃早饭，就迫
不及待跟着奶奶出门了。我左手提着自
家土鹅产的肥嘟嘟的鹅蛋，右手拎着奶
奶刚刚挖的春笋，背上还背着一杆秤，兴
致勃勃地前往菜场。菜场人来人往，我
情不自禁地跟奶奶说：“我们找了一个好
地方！”

开始摆摊了，我小心翼翼地将鹅蛋
放在我的左手边，将春笋展开放在我面
前。原以为卖东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情，但事与愿违，过了半小时，我还没有
卖出去一样东西。奶奶笑眯眯地鼓励
我，叫我用大声吆喝来吸引顾客。哪知
平时大胆的我此时此刻却紧张到发不出
声音，脸涨得通红，额头还冒出了细细的
汗珠。“加油！我的大孙子！”在奶奶的再
三打气下，我终于结结巴巴地喊出了第
一句“卖……卖笋咯”。喊出了第一句
后，我脸不红了，汗也收住了。

“卖笋咯！卖笋咯！十块钱一斤笋，
买十斤送一个鹅蛋！”

一个大腹便便的叔叔被我的吆喝声
吸引了过来：“小朋友，我买笋。”叔叔挑
了两根又长又粗的笋，一称，正好一斤。
看着叔叔给的十块钱，我心里乐开了
花。这时，一个慈祥的老奶奶走过来问：

“能不能便宜点？剩下的笋和鹅蛋我都
要了。”我犹豫着看了看奶奶，奶奶点头
同意。“那就笋八元一斤，鹅蛋四元五角
一个。”我开心地说。

第一次摆摊让我体验到了生活的艰
辛，也明白了万事开头难的道理，真是一
次难忘的经历！

指导老师 梁淑维

■百花小学育才路校区505班 山钰雯

家乡的蟹壳黄故事

春暖花开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校园春季运动会校园春季运动会
的操场上人头攒动的操场上人头攒动。。突然校门口走进来突然校门口走进来
一个人一个人，，手拿泡沫箱手拿泡沫箱，，大步向操场走来大步向操场走来，，
那人头大大的那人头大大的，，眼睛小小的眼睛小小的，，满脸阳光和满脸阳光和
微笑微笑。。

““华大头华大头！！华大头华大头！！华大头的蟹壳华大头的蟹壳
黄来了黄来了！！””有的学生高兴地喊着有的学生高兴地喊着。。

““哇哇！！蟹壳黄蟹壳黄！！华大头的蟹壳黄华大头的蟹壳黄！！””
许多老师也兴奋地喊许多老师也兴奋地喊。。

华大头的蟹壳黄为什么这么有名华大头的蟹壳黄为什么这么有名
呢呢？？

故事还得从妈妈上师范时说起故事还得从妈妈上师范时说起。。那那
时时，，妈妈这些师范生上完晚自习已是九妈妈这些师范生上完晚自习已是九
点钟点钟。。肚子都很饿肚子都很饿，，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于是于是，，
住在师范边上的华大头就想住在师范边上的华大头就想：：这些学生这些学生
大晚上肚子饿想出来买东西吃大晚上肚子饿想出来买东西吃，，我在他我在他
们学校门口摆一个摊子们学校门口摆一个摊子，，让学生们来买让学生们来买
饼吃饼吃，，既可以挣到钱既可以挣到钱，，又可以让大家吃又可以让大家吃
饱饱，，这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这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于于
是是，，他跟着他的爸爸学习手艺他跟着他的爸爸学习手艺：：先把面和先把面和
好好，，再塞入自制的豆沙再塞入自制的豆沙，，放一小块猪油放一小块猪油，，
压成圆饼状压成圆饼状，，放入烤箱烤放入烤箱烤。。顿时顿时，，一阵香一阵香
味扑鼻而来味扑鼻而来，，吸引了墙边的男同学吸引了墙边的男同学。。男男
同学们买了几个吃了后同学们买了几个吃了后，，一传十一传十，，十传十传
百百，，蟹壳黄就在学校里火了起来蟹壳黄就在学校里火了起来。。后来后来，，

只要只要 99点钟晚自修结束后点钟晚自修结束后，，所有男生都所有男生都
一起冲出教室一起冲出教室，，直奔华大头的摊子直奔华大头的摊子，，女生女生
们都在后面喊着们都在后面喊着：：

““班长班长！！给我带一个给我带一个！！””
““副班长副班长！！给我带两个蟹壳黄给我带两个蟹壳黄！！””
““别挤别挤别挤别挤，，一元一个一元一个！！””华大头大声华大头大声

喊道喊道：：““都排好队都排好队！！””
就这样就这样，，每晚放学后每晚放学后，，宿舍里人声鼎宿舍里人声鼎

沸沸。。男女生们都津津有味地吃着色泽金男女生们都津津有味地吃着色泽金
黄的蟹壳黄黄的蟹壳黄，，咬一口下去咬一口下去，，脆脆的脆脆的，，香香香香
的猪油一下子就的猪油一下子就““呲呲””到了嘴巴里到了嘴巴里，，甜甜甜甜
的豆沙间有许多猪油在那里嬉戏玩耍的豆沙间有许多猪油在那里嬉戏玩耍，，
刚一碰到舌尖就让人感到回味无穷刚一碰到舌尖就让人感到回味无穷。。

很快三十年过去了很快三十年过去了，，华大头眼中的华大头眼中的
孩子们已经从初级教师变成了经验教孩子们已经从初级教师变成了经验教
师师。。而华大头因为年纪大了而华大头因为年纪大了，，又加上拆又加上拆
迁迁，，已经有十来年没做蟹壳黄了已经有十来年没做蟹壳黄了，，师范院师范院
校也由城市搬迁到城郊校也由城市搬迁到城郊。。

有一次有一次，，这些老师为筹办三十年同这些老师为筹办三十年同
学聚会来找华大头学聚会来找华大头，，而他正悠闲地躺在而他正悠闲地躺在
屋檐下的摇椅上晒太阳呢屋檐下的摇椅上晒太阳呢！！““华大头华大头！！””正正
在晒太阳的华大头隐约地听到了几位老在晒太阳的华大头隐约地听到了几位老
师的喊声师的喊声。。他站起来他站起来，，循声望去循声望去，，正是以正是以
前那些师范里的孩子前那些师范里的孩子。。华大头高兴极华大头高兴极
了了，，得知他们同学聚会想回味师范时吃得知他们同学聚会想回味师范时吃

的蟹壳黄味道的蟹壳黄味道，，他就欣然答应给老师们他就欣然答应给老师们
做了一箱蟹壳黄做了一箱蟹壳黄。。

聚会那天聚会那天，，就在打开泡沫箱的那一就在打开泡沫箱的那一
刻刻，，许多老师都激动得掉下了眼泪许多老师都激动得掉下了眼泪，，他们他们
抢着抢着，，笑着笑着，，迫不及待地把蟹壳黄塞进嘴迫不及待地把蟹壳黄塞进嘴
巴里回味着巴里回味着。。

从那以后从那以后，，华大头带着自己的儿子华大头带着自己的儿子
小华大头小华大头，，再次打开了尘封的蟹壳黄手再次打开了尘封的蟹壳黄手
艺艺。。小华大头很快学会了和面小华大头很快学会了和面、、熬豆沙熬豆沙、、
烤制……他们把店开在自己家门口烤制……他们把店开在自己家门口——
著名的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一角著名的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一角。。许多许多
师范毕业的老师来了又来师范毕业的老师来了又来，，还带来了许还带来了许
多他们的学生多他们的学生，，许多外地的游客也慕名许多外地的游客也慕名
而来而来。。特别是任职在平湖本地的师范老特别是任职在平湖本地的师范老
师们师们，，一个电话就把蟹壳黄叫到了自己一个电话就把蟹壳黄叫到了自己
学校运动会的操场学校运动会的操场、、戏剧节的舞台戏剧节的舞台、、春游春游
的草地上……于是的草地上……于是，，就出现了开头一幕就出现了开头一幕。。

““华大头华大头，，我们班也团购一下蟹壳我们班也团购一下蟹壳
黄黄。。”“”“华大头华大头，，我们班也要我们班也要，，4545个学生个学生，，四四
个老师个老师，，抓紧配送噢抓紧配送噢！！””运动场上一片沸腾运动场上一片沸腾。。

就这样就这样，，华大头的蟹壳黄成为家乡华大头的蟹壳黄成为家乡
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被评为被评为““平湖市非平湖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沈永芳沈永芳

■迎亚运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毓秀小学511班 王懿可
指导老师 潘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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