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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夜晚真美啊！

仰头望去，无数颗星星点缀着

漆黑的夜空，它们一闪一闪的，有的

跑来跑去，有的眨着眼睛，就像一群

顽皮的孩子。一轮弯弯的月亮悄悄

地挂在天空一角，好像一艘宁静的

小船，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又像一位

慈祥的母亲，用柔和的光芒温暖着

我们的心。

天上星月交辉，地上灯光点点。

江滨路两岸灯火通明，霓虹灯勾勒出

城西大桥的雄伟身姿，与江面的倒影

互相触摸，仿佛一个大月亮。站在新

昌江畔，只见映在水中的高楼大厦变

成了一个个巨人，闪闪烁烁的霓虹灯

变成了一颗颗魔力宝石，连绵不绝的

路灯像是一条通往水底的路。

夏日的夜晚真热闹啊！

晚饭过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纷纷走出家门，来到江边，来到了江

滨公园。顿时，公园里人声鼎沸，孩

子们在淘气堡等游乐设施上疯狂地

尖叫，一个个满脸通红、汗流浃背仍

兴致勃勃。几个小不点在大哥哥的

带领下，有模有样地玩着花样溜冰，

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观加油。

当然，最热闹的是健身舞的音

乐，有情意绵绵的交谊舞，有声势浩

大的健身操。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这

边一群，那边一片，各有各的姿态，

各有各的专注。几个小伙子忍不住

也找个场地，炫起街舞，赢得一片热

烈的掌声。

天上的星星看得更专注了，地

上的人们笑得更开心了。江滨的夏

夜真令人向往啊！

城东小学五（1）班：石天程

指导老师：董祝芳

江滨夏夜

乌蓬船，戴毡帽的船夫，横跨在

河面上的古石桥，以及沿河两岸的

青石板、热闹的商铺，形成了江南古

镇的独特味道。

暑假的一个黄昏，我和爸爸妈

妈一起来到绍兴安昌古镇。走进古

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蜿蜒曲

折的小河，河道上停泊着三三两两

的小船，爸爸说这是绍兴特有的乌

蓬船，本来是小镇的重要交通工具，

现在只供游人游览乘坐。这里的河

道并不宽，乌蓬船也不大，每条大约

可容纳三四个人。

看到船夫招呼，我便迫不及待

地跳到船中，摇摆不定的船身使我

不敢直立起来。船夫非常热情，连

忙扶住我，并使船静止下来。乌蓬船

的前进不是靠长长的竹篙，而是靠

船夫摇橹。船夫说，这个橹既是舵，

又是前进的动力。船夫坐在船尾，手

脚一起摇橹，在橹与水面有节奏的

拍打声中，船轻盈地向前驶去。船夫

的手脚是那么协调，他一边熟练地

操纵着，一边当起导游，为我们介绍

着水乡的特色。

乌蓬船时而疾驶，时而缓行，穿

梭在狭窄的通道中。我坐在船头，双

脚和着船夫的节奏拍打水面，感受

水的清凉，欣赏着古老的石桥和它

们的倒映。船行过，影子碎了，但转

瞬便又连在一起。

傍晚时分，沿河两岸的灯笼

亮起，为古镇增添了一道美丽的

风景。吃过晚饭，漫步街中，人们

有的搬出一张桌子，与朋友边喝

酒边聊天；有的独坐河边，眺望灯

光在水中若隐若现。而我，正在一

家商铺里挑选礼物，给我的好朋

友带去古镇、石桥、乌蓬船的美好

印象。

城东小学三（4）班：丁雨希

指导老师：董丽英

古镇·石桥·乌蓬船

我爱山，也爱爬山。

今天，我和妈妈从外婆家回来

的时候，去爬了南门到湖莲潭的山。

站在山脚，向上仰望，那山像是

挂在天边的一幅精致的画卷。顺着

一条崎岖的石阶路蜿蜒而上，石阶

两旁挺立的松树，枝繁叶茂，遮天蔽

日，形成一道天然的绿色通道。一开

始，我体力充沛，蹦蹦跳跳的，一下

子将妈妈拉得老远。瞧着她那慢腾

腾的样子，我就急不可待地招呼她

“快点”，一会儿又跑回去向她“报

告”我发现的“新大陆”。

可是，在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

的山路面前，我“屈服”了，两只脚就

像灌了铅一样，一点劲也使不上来。

看着精疲力尽的我，妈妈笑着教训

道：“爬山不能急，脚踏实地，不紧不

慢才最省力。像你这样一下子就把

力气用完，是爬不到山顶的。”听了

妈妈的话，我恍然大悟。

我们在一个亭子里坐下来，边休

息边欣赏起周围的美景。山坡上，各

种形状、颜色的花草团团簇簇，挨挨

挤挤，犹如穿上了一件花裙子，把小

山装扮得十分漂亮。养精蓄锐完毕，

我和妈妈再度出发。伴着隐隐约约传

来的人声，我的脚步轻快了不少，但

我没有像刚才那样乱蹦乱跳，而是跟

着妈妈一步一步地向山顶走去……

走啊走，走啊走，终于走完了这

几座山。在今天的爬山过程中，我悟

出一个道理：很多事情都是急不得

的，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城东小学四（4）班：李宇齐

指导老师：叶松英

爬 山

我学了两年羽毛球，也参加过

不少比赛，对此，我家旁边的王勇哥

哥眼红得不行。他仗着比我高出一

个头，已经给我下了好几次战书。今

天吃过晚饭，他又来找我了，说对面

的空地上没有车停着，正好可以去

打球。我就叫上爸爸妈妈一起下了

楼。

比赛在这个既没有球网也没有

球框的场地上进行。你来我往，还真

是不分上下。突然，我大喝一声，一

使劲，球不偏不倚地飞到房檐上去

了。外公找出一根长棒来拨球，球下

来了。这时，爸爸说：“可以用这根棒

当网呀！”对呀，我正愁没有网呢，难

怪打起来不过瘾。

有了球网，就有了新的比赛规

则：输球的人来举这根棒。老虎也有

打盹的时候，我也有输球的时候。这

一局，轮到我举网，爸爸和妈妈比

赛。他俩都说：“网太低了！”我只得

把棒高高地举过头顶，可是没过一

会儿，手酸了，“网”又变低了。这

“网”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让妈妈赢了好几个球，乐

得她哈哈大笑。爸爸也说，这个会移

动的“网”真有趣。

就这样，打球的人津津有味，举

“网”的人叫苦连天。比赛结果呢？一

边儿去吧！

城东小学四（2）班：王家乐

指导老师：章元霞

会动的球网

清明时节，趁着放假，我跟着

妈妈去老家采茶。

来到茶山，我就被山上美丽的

景色吸引住了。瞧，那一排排茶树

像一条条绿色的长龙，一颗颗嫩芽

铆足了劲，跳起优美的舞蹈，欢迎

我们的到来。一阵清香扑鼻而

来，沁人心脾，滋润了我们的心

田。我迫不及待地学妈妈开始采

茶，可是茶芽像一个个淘气的小

精灵，刚摘下来，不知什么时候

就从我的手中溜了出去，和我玩

起了捉迷藏。

妈妈呢，左一颗右一颗，一下

子就摘了很多。看着妈妈灵巧的

手，我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出现

了一台大机器，它长着很多很多

长长的手臂，还有两条长长的腿。

我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

手观音”。我一下子就威风起来了，

好似自己是个采茶将军，此时我遥

控着“千手观音”灵巧地穿梭在茶

树之中，一颗颗茶芽像流星似的，

争先恐后地飞进了机器，更妙的是

刚采摘下来的茶叶就被机器炒制

成功。我又忙着把新鲜的茶叶运往

祖国各地，让家乡的茶叶走向世

界。

这时一阵微风吹来，茶叶摇曳

着婀娜的身姿，微笑着点点头，仿

佛在称赞我这个未来的小茶农。

青年路小学二（3）班：曹熠展

指导老师：盛清清

茶乡畅想

我的家乡现在正遭受污染，我

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没想到，我晚

上竟然梦见了二十年后的家乡。

二十年后，马路上再也没有小

汽车。因为那时，人们已经懂得了

环保，只骑自行车了，如果要出远

门，自行车就会变成电动的，靠太

阳来充电。马路上还有一座座彩虹

般的天桥，人们走在上面非常舒

服，还可以欣赏风景。

二十年后，广场上处处是花草

树木。连垃圾桶也变成了一个环保

小卫士，只要你扔垃圾进去，它就会

热情地说：“谢谢！”但是你如果乱扔

垃圾，它就会紧跟在你后面，直到你

把垃圾捡起，扔回垃圾桶为止。广场

里的木椅散发着花香，能让人神清

气爽，是科学家的新发明哦。

二十年后，每一幢楼房都至少

有 100层楼。楼里有几个声控电

梯，你只要报一下层数，等上 5秒

钟就到了。楼房下有一个游泳池，

旁边绿树成荫、百花盛开。你一定

会说这些花呀、草呀会被摘掉的，

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它们都有自我

保护功能。再说，人们环保意识增

强了，谁还会去摘呢？

“叮叮咚”，闹钟响了，这原来

是一个梦呀！我相信，只要大家提

高环保意识，多种树，就可以变成

这样的美丽家园！

青年路小学三（7）班：饶子涵

指导老师：蒋丽桦

二十年后的家乡

在我心里藏着很多个梦想：做

一个给人带来快乐的笑星，做一个

异想天开的科学家，做一个受欢迎

的儿童作家……但，我更想做一个

好妈妈。

我会做一个宽容的妈妈。如果

我的孩子犯了错误，我不会像麻雀

一样叽叽喳喳地对他唠叨；而是用

温柔的语气，简单清楚地告诉他应

该怎么做。如果我的孩子考试成绩

不理想，我不会像六月的天气一样

电闪雷鸣、突然变脸；而是安慰他、

开导他，让他不必自责，然后春风

拂面般地给他讲解错题，一起订正

试卷，鼓励他下次要继续努力，争

取得到好成绩。

我还会做个“贪吃贪玩”的妈

妈。如果我的孩子在吃薯片，我不仅

不会像其他妈妈一样皱着眉头，生

硬地说：“少吃点，这是 junkfood（垃

圾食品）！”而是会不由自主地跟他

争抢着吃，那样孩子不就既开心又

少吃了吗？凡是有新鲜有趣的事儿，

我都会告诉他，然后带他一起去玩，

每次都玩到筋疲力竭才回家，每天

开开心心的，健康快乐成长。

这就是我的梦想———长大后

当一个好妈妈。

青年路小学四（1）班：张钰儿

指导老师：王元妃

当一个好妈妈

在春暖花开的田园乡村里品

一口茶，随意地提笔写下一首首诗

词。做一个闲云野鹤的诗人，这就

是我的梦想。

古往今来，诗人似乎都是寂

寞孤独的，而我却从这种寂寞和

孤独中体会到了他们的精神与品

格：感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与豪气；品

张九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

折”的高洁与淡泊；悟陶渊明“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畅然与

舒适……“诗人”不是一个职业，

人们却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

做人的道理、生命的真谛。它淡

泊，它高洁，就像天空中的白云那

么洁白无瑕。

我的诗人梦，是那样的美丽。

我会好好努力去实现它，用我一生

的光阴刻下一首首富有哲理的诗，

让它们化作夜空中的启明星，照亮

黑暗中人们迷失的方向！

青年路小学六（7）班：张晓赛

指导老师：丁冬英

梦的云端

春天来了！春天的阳光明媚无

比，照在人们身上，暖洋洋的，真舒

服。冰雪融化了，泉水丁冬响，溪水

哗哗哗……

春天是个万物复苏、百花争艳

的季节。小草伸伸腰，高兴地从地

下探出头来。桃花笑红了脸，好像

在说：“我美吗？”梨花开了，像是春

姑娘的白纱裙。金色的迎春花吹着

小喇叭，好像在说：“春天真美！”

田野上，白玉兰、红玉兰都开

了，一朵又一朵，像是给树戴上了

一个个漂亮的蝴蝶结。金灿灿的油

菜花开了，好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

金色的毯子。草地上，不知名的野

花竞相开放，千姿百态，五彩缤纷。

春天来了，小动物出来活动

了。小燕子从南方赶回来，在柳树

丛中叽叽喳喳地叫着。柳树摇起绿

色的长辫子，好像在说：“小燕子唱

歌，我来跳舞！”

公园里，小朋友们最开心了。

他们把各种各样的风筝放上天空，

天空都变成五颜六色的了！

春天真美！我爱春天！

青年路小学二（7）班：解奕泽

指导老师：王新苗

我爱春天

如果说喝雄黄酒是端午的习

俗，吃年夜饭是除夕的习俗，那么

打糍粑就是清明节特有的习俗了。

今年清明节，我就亲眼见到了糍粑

的制作过程。

做糍粑的第一步就是蒸糯米。

把糯米洗净放入一个木桶中，将木

桶放在一口盛满水的大锅上，下面

生起火来，不一会，热气就冒出来

了。经过一番蒸煮，木桶里的糯米

熟了。热腾腾的糯米出桶时，白花

花的雾气迎面扑来，一股糯米香直

冲鼻孔。整桶糯米被倒到一个大石

臼中，大人们开始用石锤击打。打

糍粑可是一项体力活，那石锤少说

也有几十斤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也提不动，因此需要有好几个壮

汉轮流击打。一锤子下去，即使是

再坚硬的东西也会被砸碎，何况是

这柔软的糯米，因此同时还需要一

个灵巧的人来控制形状，添水揉糯

米。

开始时，身高八尺、力大无比

的舅舅首先上阵。只见他两手一前

一后托住石锤柄，与动作灵敏的叔

叔互相配合，一起一落，仿佛在演

奏一支富有节奏且欢乐流畅的乐

曲。那锤子在舅舅手中得心应手，

犹如金箍棒在齐天大圣手中舞动，

毛笔在王羲之手中挥洒自如，不

久，原本缝隙较大的糯米渐渐融为

了一团。别看舅舅打得兴致勃勃，

但没过几分钟，他就体力不支，败

下阵来。于是，后面的人就自告奋

勇地接上去，累了又轮下一个，如

此交替、重复，充分显示出了集体

的力量。

待打得颗粒均匀时，糯米就变

成了糍粑。热气腾腾的糍粑出臼

后，倒入覆盖着一层面粉的面床

上，用手和擀面杖扒平，然后划成

一条条的形状，放入各种馅料，用

刀切开，如同包饺子一般包起来，

再拉长拉细。这样，香糯可口的糍

粑就大功告成了，一口咬入，嚼性

十足。

青年路小学六（4）班：叶宏靓

指导老师：王 永

打糍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