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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的故事人尽皆知。中国取
得如今的发展成绩，是几代人持续传承发
扬愚公移山精神，努力奋斗的结果。

“当代愚公”毛相林，1995年担任重庆
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老下
庄村坐落在大山深处，环境恶劣，外出只有
一条在绝壁上的羊肠小道，到县城要走三
天。看到邻村因为有条路，家家电灯亮，户
户电视响，毛相林下定决心要带领村民修
路，走出贫困。因为资金缺乏、工具落后等
许多因素，一开始村民犹豫不决。这时，毛
相林站出来，用他的苦干实干，最终感动了
大家。从1997年起，乡亲们用“愚公移山”
的决心和毅力，历时七年在悬崖绝壁上凿
出一条八公里长的“绝壁天路”。这是他们
用真心挖出的“致富路”。

敢于突破传统，敢于直面困难，敢于主
动出击，去凿一条脱贫致富的光明路，这是

“愚公移山精神”的传承。
没有胜利可以唾手可得，没有成功可以

轻而易举。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之脊梁，民
族未来之希望，更当有“浮舟沧海，立马昆
仑”的志向与决心，在问题中寻机遇，用“愚
公移山精神”书写出新篇章。

邵阳市第五中学481班 唐梓筝
指导老师 欧阳益巧

要敢于主动出击

一开学，我便遇到了一头大“拦路
虎”。开学才三周，我的数学检测已经
连续两次“大跳水”！这可深深地打击
了我的内心，我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

没想到，这一切都被心细的妈妈
捕捉到了。趁着周末，妈妈带我出门去
吃了我向往已久的大餐。在闲聊里，她
温柔地开导着我，分享了她小时候学
习的故事，鼓励我放下沉重的思想包
袱。回到家，来不及休息，我拉着妈妈
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从那天起，每
天一放学，我立马先在书桌前坐下。

遇到不会的题目，我先让自己冷
静下来，再进行反复思考。若是实在没
有头绪，我便敲开妈妈的房间。而妈妈
则会变身“老师”，一遍又一遍地耐心
为我讲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
成绩开始快速爬升。真是功夫不负有
心人，我开心极了！

谁知，好景不长。妈妈开始要加班

了，每天晚上都要十点以后才回家。这
下，我得一个人与这头“拦路虎”交手
了。一天，我就被一道图形题“拦住”
了！正当我准备给妈妈打电话“求救”
时，脑海中有个声音响起来：“你自己
再想想！”于是，我又坐回了书桌，继续
冥思苦想。不一会儿，还真被我想到了
一个好的办法。通过还原法，我很快解
决了难题。第二天上数学课，老师点名
让我分享了做题思路。同学们一个个
都向我投来了佩服的目光。那一刻，我
心里甜滋滋的！

通过这次的经历，我也更加懂得
了，学习本身就是一件有苦有甜的事。
但只要遇到困难不怕苦，努力去解决，
就能从苦中尝到别样的“甜”！

双清区华竹中心完小151班
徐祎甜

指导老师 刘敏 申梦

当我面对困难时

一夜之间，雪就将我的城市变
了模样：街成了银嵌的街，城成了玉
砌的城，路边的树木绽开了满树银
花；纵横交错的电线，变成了银色的
琴弦，弹奏着大地的乐章……

我裹着围巾，戴着手套，走在回
家的路上。我浑身上下穿得鼓鼓的，
活脱脱一个“南方小土豆”。尽管如
此，猛烈的寒风夹着雪不留情面地
往我脸上扑过来，脸颊像插满了针
一样难受。双脚在冰冷的鞋子里已
经冻僵了。我只得缩了缩脖子，拼命
地拉着不听使唤的伞，机械地向前
移动着，身后留下了弯弯曲曲的脚
印。我心里嘀咕：“这鬼天气！真应该
在家美美地睡上一天！”

行走在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里，
我被一道道独特的风景吸引。只见，
一位穿着鲜亮橘色工作服的清洁工
人，正默默地在雪中辛勤工作。这是
一位佝偻的老人，他手上的皮肤像枯
树皮一样皱巴巴的，但他的眼神却充
满了慈祥。身形佝偻的他手持沉重的
扫帚，一下一下地扫除着道路上的积
雪，每扫几步就停下来大口大口对着
僵硬的双手哈气。他每一次挥动扫帚
都显得那么吃力，却又那么坚定。他
的身影在雪中显得格外醒目，仿佛一
团燃烧的火焰，在寂静的冬日里给我
带来了一丝温暖。

我静静地看着他。他的动作虽
然简单，却饱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

美。雪花纷纷扬扬地下着，落在他的
头上、肩上，他仿佛与这片雪景融为
一体。他的身影也在雪中舞动，仿佛
在跳着一支优美的舞蹈，每一次转
身、弯腰都显得那么优雅、动人。因
为，他深知，他的坚守，不仅仅是为
了自己的生计，更是为了城市的整
洁和美丽。

那一刻，一股暖流在我心中翻
涌。风依旧在吼，雪依旧在下。只不
过，在我心中，风停了，雪停了，太阳
出来了。环卫工人那佝偻的身影变
得无比高大，挡住了风雪......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2109班
杨薏澄

指导老师 魏可喜 朱树红

风 雪 中 的 坚 守

盼望着、盼望着，暑假到了，我
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到了老家避暑。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散步，身后传来
一阵阵铃铛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邻
居哥哥和他的小伙伴们骑着自行车
在比赛。看着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的
身影，我羡慕极了，暗暗下定决心一
定要学会骑自行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兴致勃勃地
从邻居哥哥那儿借来了自行车，拉
着妈妈教我。妈妈把我扶上了自行
车。我用力一蹬，车往前滑动了一点
点，然后就不受控制地往一边倒下
了。一上午，我和妈妈都累瘫了，可
车一点都不听我的使唤。我赌气地
把车扔到一边，不想再学了。

第二天，邻居哥哥们又开始了
他们的自行车比赛。自行车在他们
的脚下是那么听话，我在想他们是
不是使了魔法。我忍不住又去借来
了自行车让爸妈教我。这一次爸爸
妈妈改变了方法，他们不再扶着车，
而是让我双脚点地慢慢地滑动。可
是车头一直不听使唤，老是左右摇
摆。爸爸鼓励我别怕，慢慢滑。慢慢
地，车头没有那么晃了，我也一次比
一次滑得远了。这时，爸爸让我试着
边滑边把脚放到踏板上慢慢地踩。
可是脚一放上去，车就左右倾斜，吓
得我心惊胆颤。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一整天，除了吃饭时间，我一直在
滑。到了晚上，突然有那么一下子，
在滑的过程中我居然能将脚放在踏
板上踩上两圈了。我兴奋地大叫起
来，忙喊爸爸妈妈来看。这时候我过
于兴奋了，一不小心，车倒了。我重
重地摔在地上，膝盖的皮也擦破了。
我没有哭，扶起自行车继续练起来。

两圈、三圈、四圈，慢慢地，我终
于也能踩着自行车慢慢地跟在哥哥
们的后面骑一段路了。妈妈吃惊地看
着我的进步，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

大祥区滑石小学138班
唐亦菲

指导老师 李琴 朱丹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当、当、当”，挂钟已经敲响了
六下，可是妈妈和爸爸还没有回来。
我的肚子里“打内战”了，“咕咕”直
响。对了，爸爸和妈妈不是都说我老
大不小了嘛，那今天我来掌厨，让他
们对我刮目相看！

虽然说我已经立下了“壮志”，
但是我连要做什么菜都没有想好。
就在我左右为难时，菜筐里又白又
亮的大白菜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
禁叫出声来：“炒白菜！”

说干就干，我先洗好白菜，接着
准备动手切菜。因为之前我暗中观
察过爸爸和妈妈怎么切菜，所以这
次我并不怎么紧张。我先放好砧板，
一手紧紧握住菜刀，一手按住白菜，
一刀一刀仔细地切着。接下来就是
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项了——炒白
菜。我好像是要去完成什么神圣的
任务似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系好
围裙，把锅放到煤气炉上。点燃煤
气，锅底顿时被火苗覆盖住了。倒好
油，我刚一转身去拿白菜时，油突然
冒起了烟来。我赶紧把白菜全倒进
去，抓了葱花、五香粉、盐、辣椒，一
股脑都放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我用铲子把白菜
翻来翻去。可那些白菜好像是专门
与我作对，我想往右翻它却往左

“溜”，我想住左翻它却住右“跑”，而
且就这么一两分钟，却有三块白菜
差点儿就掉地上了。我想：这样下去
可不行，得换一个办法来翻，不然菜
还没炒好就全都掉地上了。经过我
的“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
法——把铲子放低一些，也许就可
以了。我按我的想法去做，效果果然
不错，白菜不像跳高运动员那样往
外“蹦”了。就这样翻炒了一会儿，我
拿来一个菜盘子，将白菜倒了进去。
这下，我终于松了口气，心想：菜终
于做好了！

爸爸妈妈一天要做那么多种
菜，可我还嫌这里不好、那里不香，
我也太不懂事了！我把白菜端上桌。
看着油汪汪的白菜，我的心里像吃
了蜜一样，甜极了!

突然门被打开了，原来是爸爸
妈妈回来了。他们看着桌上的菜都
很吃惊，连忙称赞。

大祥区第一实验小学1902班
张潇唯

指导老师 唐任成 唐晓西

今天我掌厨

妈妈的爱——
秋天来临了，一阵阵凉风

让我冻得直打哆嗦。一天，当我
正准备出门时，妈妈的电话打
了过来：“熙媛，外面下雨了，记
得带伞啊！还要披个外套，今天
很冷。”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
我却能感受到妈妈满满的爱
意。我全身都温暖了起来，心里
的冰川也被这温暖给融化了。

爸爸的爱——
爸爸是个严厉的人，我很

害怕他。当他无数次跟我强调
安全，无数次讲起大道理时，眼
神虽然严厉，但我也懂得这是
他对我的爱。正是他的那些话
语让我不再迷茫，一次次和危

险擦肩而过。
奶奶的爱——
一天，放学回到家，我便赶

紧回房写作业了。我写着写着，
突然发现身边多了个碗，里面
是剥了皮的橘子和去了籽的桂
圆。我知道这是奶奶做的。我吃
了一些水果，感觉比平常的更
加解渴。因为这些水果多了种
调料——爱。

爱，是妈妈一句轻柔的叮
咛；爱，是爸爸的殷殷嘱托；爱，
是奶奶无微不至的关心！经历
过这么多不同的爱，让我拥有
了一颗理解包容的心。

大祥区新渡小学 曾熙媛
指导老师 夏赟 朱辉艳

爱让生活更美好

每到秋冬季节，妈妈就喜
欢做甜酒糍粑给我吃。糍粑甜
甜的、糯糯的，像芝士一样还会
拉丝。我一直十分好奇：糍粑是
怎么做的呢？妈妈告诉我，在她
小时候，老家就有家家户户打
糍粑的习俗；但现在不少年轻
人都出去打工了，家乡人民很
多都不打糍粑了。平时，我们想
吃糍粑就直接去超市买。

今年，我终于体验到了打
糍粑的场景。

准备打糍粑的前一天晚
上，姨外公就把糯米用水泡好。
第二天早上，把泡得胀鼓鼓的糯
米倒进木桶里，用烧得旺旺的柴
火来蒸。姨婆婆则把事先准备好
的石盆、木棒拿出来，摆在门外。
等灶屋里糯米香飘四溢时，就可
以把木桶抬下来。等把糯米倒入
石盆，爸爸和叔伯们就拿起两根
木棒，往里面使劲捣。姨婆婆则
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沾着水，给
糯米翻身。每捣几下，就要给糯

米沾点水。爸爸他们越打越有
劲，糯米渐渐成了糊状。不一会
儿，他们就满头大汗了。

终于，糯米变成了一团。
姨婆婆们把打好的糯米团放
在竹筛上。妈妈把糯米团扭成
条状，不时揪下一团。我们则
把揪下的小糯米团揉圆，再放
进木质的模具中按压紧实，再
翻转过来，糍粑就掉下来了。
大家脸上洋溢着笑容，比较着
谁做的好看。

糍粑制作完成后，我急忙
抢了一个，还热乎着呢！咬了
一口，真是香甜软糯呀！这就
是幸福的滋味。

我望着美味的糍粑，心想：
糍粑不仅是一种传统食物，打
糍粑也让亲友之间变得更亲近
了，圆圆的糍粑大概就代表着
团圆吧！

大祥区百春园小学 103
班 曹胤禹

指导老师 黄 妮

打糍粑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伴随着冬日的寒风，一年一度的
腊八节如期而至。

这一天，妈妈把提前泡好的花生、
红枣、糯米、桂圆、红豆、绿豆等放在锅
里，用文火熬。等到锅里的杂粮都咧开
嘴笑了，这样一锅浓浓的腊八粥便熬
好了。姥姥盛出一碗端给我，红中透着
白，白里夹着黄。碗里的红枣仿佛一颗

颗玛瑙，晶莹剔透。我迫不及待地吃上
一口，真是香甜软滑，那种香甜的滋味
从舌尖一直流淌到我的胃里。那是幸
福的味道，是妈妈给予我的浓浓的爱。

暖暖的一碗腊八粥喝过，年味便
渐渐浓了。

我喜欢腊八节。
双清区前进小学116班 肖媛之
指导老师 王锦 朱玺

浓情腊八节

清晨，我还在睡梦中，耳
边传来妈妈亲昵的声音：“可
可，可可，快起来，下雪了。”我
一听，“嗖”地从床上跳起来。
拉开窗帘，眼前一片雪白，我
兴奋地叫了起来：“真的下雪
了，好美啊！”

透过阳台的玻璃窗，只见
天空彤云密布，一片片雪花纷
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我迫不及
待地把手伸出窗外，娇小的雪
花落在我的手心上。那一朵朵
六边形的花瓣儿，美丽极了！
我还没来得及细细观赏，雪花
就悄无声息地变模糊了，化成
了一颗颗晶莹的小水珠。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拿起
铲子，冲向楼下，跑进了洁白
的冰雪世界。雪花扑面而来，

轻轻拂过我的脸颊。我感受着雪花的热
情，忘却了天气的寒冷。小区里的树木、房
屋、草地，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落光叶
子的树枝上，挂满了亮晶晶的银条。我们
在挂满了蓬松雪球的松树下，堆了一个胖
乎乎的雪人，可爱极了。

“妈妈，我们来打雪仗吧！”说时迟，那
时快，未等妈妈回答，我就抓起一个雪球
向妈妈扔过去。妈妈也是身手敏捷，侧身
一躲，雪球从她身旁飞了过去。我有点不
服气，又快速地抓了一个雪球投掷过去。
哇，雪球在妈妈的背上“炸”开了花。我高
兴地手舞足蹈，一蹦三尺高。正当我得意
时，只见一个大雪球突然从妈妈的方向飞
来。我躲闪不及，大雪球正中我的腰间。就
这样，你追我赶，不一会儿，我们脸上、身
上到处都是白花花。我的鼻尖冻成了一颗
小草莓。雪地里印下了我们的一串串脚
印，回荡着我们一家人轻快的笑声……

我爱这美丽又圣洁的雪花，爱这银装
素裹的世界，更爱陪伴着我成长的家人！

湘中幼专附属小学154班 黄诗雅
指导老师 谌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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