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录

多年前，在那个杨柳依依、
微风习习的三月，我呱呱落地。
我还记得，你哼着儿歌，抱着
我在田埂上漫步。等我大了
些，你陪我登山看云，陪我溪
边嬉鱼，陪我树上摘梨，陪我
庭院赏月……往事件件铭记
于心。我们“约定”：你护我长
大，我陪你变老。

记得大约在我五岁那年，
你违约了。那年你病了，终日
躺在床上，眼里没有了往日的
光彩。丛丛白发悄悄夹杂在你
的青丝间，也许早就有了，只

是我没多加注意。你不爱说话
了，常常独自待在房间，不知
在想些什么。

那天阴雨绵绵，在爸爸妈
妈的护送下，你进了医院，一
去就是半个月。等你回来时，
我以为你的病好了，吵着闹着
让你陪我玩，却被泪流满面的
母亲给赶出去了。我懵懵懂
懂，心里却升起不祥的预感。
家中笼罩着一层薄薄的忧伤。
直到你躺在冷冰冰的木头箱
子里，一动不动，就像睡着了
似的，我才恍然大悟。我抱着

你的躯干，恳求你不要离开
我。你还是“狠”下了心，似乎
毫无牵挂地离开了我，任凭我
喊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

我想起你去世前一天反常
的举动。你把我叫到床头，
用颤抖的右手，指着天花
板，声音微弱地说：“奶奶要
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
里很美，我昨夜梦到了……
但奶奶舍不得你。也许奶奶
要违背与你的约定了，不要
怪奶奶。想奶奶的话就抬头
望望天，奶奶会化作一颗星

星陪你长大……”
奶奶，去年清明节，我回

到了你曾常带我去的地方。那
里风景依旧很美，只是少了
你。晚上我躺在田埂上，仰望
星空，呢喃着：“奶奶，我长大
了。你没有变老，岁月再也无
法在你脸上留下痕迹了。”

奶奶，我想你了！
(指导老师：钟又祥 罗

巧华)

怀念奶奶
邵阳县长阳铺镇中学279班 罗婉言

“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
起，我就立誓要为党和人民的
教育事业鞠躬尽瘁。”8 月 12
日，隆回县高平镇侯田中学教
师袁攀，分享了自己的从教初
心。26年来，他奋斗在高平镇
最偏远的侯田中学，以校为
家，爱生敬业，取得了让同仁
与上级认可的成绩。

在侯田山区，部分家长
有一种想法，送子女读书不
如让他们早点外出挣钱。所
以 ，学 生 辍 学 现 象 比 较 严

重。有一年，学生小清（化
名）跟随其叔叔外出打工，已
到邵阳火车站。袁攀通过与
其远在山东的父亲取得联
系，多方协调，东奔西走，硬
是把小清留了下来。留住小
清的人不易，留住他的心更
难，让他努力进取尤其难。
袁攀与小清同吃同住一学
期，对他无微不至，终于感动
了他。后通过努力学习，小
清考上隆回二中。

在教学上，袁攀对学生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
方。学生小多（化名）因病导
致智力下降，升初中以来，每
次期中、期末 7 科总分难超
100 分。袁攀主动找她谈话，
对她进行个别辅导。毕业会
考时，她的数学成绩得到了
很大提高。老师们都说这是
一个“奇迹”。袁攀说：“对学
生负责，不抛弃不放弃任何
学生，是教师应尽的责任。”

袁攀好学，乐钻教育教学
艺术，业务水平与时俱进，多

次赴市、县参加新课改培训，
主动上示范课、研讨课，多次
跨学科任教，撰写的论文多次
获省市一、二等奖。学校多位
青年教师在他的指导下，成为
教学骨干。

此外，因教育教学成果丰
硕，袁攀多次获县嘉奖，并获
评县数学骨干教师、县优秀教
师等荣誉称号。

爱校如家 爱生如子
——记隆回县高平镇侯田中学教师袁攀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袁婷妮 聂普煌

我无聊地盯着日历上的
一个个数字，仿佛要将它们
盯出洞来。这时，忽然想起6
月15日好像是妈妈的生日，
要不要提前给她准备一个礼
物呢？但这个念头瞬间就被
我打消了。算了吧，现在学
业这么紧张，没时间了。再
说了，礼物不就是走个形式
而已，没有什么意义的。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就
到了6月14日早上。外婆把
我悄悄拉到房间，给我几百
元钱，说道：“明天是你妈妈
的生日，去给她准备个礼物
吧。钱我给你。”我刚想拒
绝，可是望着外婆那期待的
眼神，还是同意了。放学后，
我先去蛋糕店定做了一个蛋
糕，上面有我、妈妈、外婆的
人偶头像。

随后，我又去花店订了
一束花。店员姐姐让我自己
包一束。我学着她的样子，
先插几支嫩白的娇小可爱的
风铃花，然后插上几只雏菊，
剪掉冗杂的叶枝，最后用一
张白色的纸将花包好。我满
意地看着这束花，心中涌出
一丝满足感。

6 月 15 日晚，我带着花
和蛋糕回到了家。趁妈妈还
没回来，我与外婆一起摆好
蛋糕，藏好花。刚想休息一
会儿，就听到钥匙转动的声
音，我赶紧将灯关上。门一
打开，我与外婆就唱起了生
日歌。温暖的烛光照在妈妈
的身上，也照进了我的心
中。妈妈眼睛微微发红，脸
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将妈妈拉到了餐桌
旁，让她许下三个愿望。她
闭上眼睛，双手合拢，贴在胸
前。我望着他，也偷偷许了
一个愿望，希望妈妈永远幸
福，永远健康。妈妈切开蛋
糕，分给我与外婆。看见上
面的人偶头像，妈妈惋惜地
说：“真舍不得吃掉啊，想留
在这里。”我望着妈妈，笑着
说：“明年，后年，以后的每一
年我都会给你准备的！”最
后，外婆将花拿了出来。妈
妈将花插在一个大花瓶里，
细细欣赏。

此刻，我明白了送礼物
的意义。

（指导老师：龚礼文）

美好的礼物
邵阳市六中八年级506班 夏璟涵

一个艳阳高照的周日，
爸爸带着我们去果园摘杨
梅。我头戴草帽，身背竹筐，
踏着轻快的步伐，像只活泼
的小兔一蹦一跳地走在乡间
的小路上。

来到杨梅林，我像刘姥
姥进了大观园，四处张望。
棵棵杨梅树枝繁叶茂，像威
武的卫士。一两颗熟透的杨
梅不时掉下，“啪嗒”一声在地
上“爆炸”开来。杨梅树叶子
细细的，呈椭圆状，青翠欲
滴。新鲜的空气夹着杨梅的
芳香顺鼻而入。鸟儿在枝头
轻唱。蜘蛛在忙织“衣裳”。
如此美景，瞬间让我陶醉其
中。一粒粒杨梅挂在树上，
有的探出头来，有的藏在叶
间。她们饱满丰实，像一颗
颗耀眼的紫水晶。我禁不住
咽了咽口水，赶紧摘颗杨梅
尝一尝。

我早已按捺不住兴奋，
蹦到一棵树下站定，美美地
想着：摘杨梅还不是小菜一
碟！望着那高高挂在树上的
杨梅，我奋力往上一蹿，抓住
了枝尖上的叶子。却没想

到，树叶被扯落下来，杨梅还
挂在枝头嘲笑我呢！人也重
重地摔在了地上，真是要多
狼狈有多狼狈。我双手撑着
地，缓缓地站了起来。

“这树跟我有仇吗？我
要‘征服’它。”我调整好位
置，深呼吸，再奋力一跃，抓
到了树的枝干，用力地拉扯
下来。只见枝丫间缀满了乌
紫发亮的杨梅，我眼里金光
四射，嘴角露出甜甜的笑
意。我左手扶着枝干，右手
小心翼翼地握住几颗杨梅轻
轻一拉……就这样，我越摘
越来劲，不一会，就装满了一
筐。望着筐里宝石般耀眼的
杨梅，我喜不自禁。

我满载而归，把杨梅清
洗过后，洒上了白糖，轻轻
舔了一下，酸酸甜甜。接着
我咬了一口，汁水在我口中
喷发，一股清爽在嘴里弥漫
开来……我陶醉在了这美
味之中，真可谓“此物只应
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尝”
呀！

（指导老师：肖黄莉 肖
如意）

摘杨梅
洞口县文昌一校58班 尹章舜

那次，学校举办作文竞
赛。因我在写作领域的卓越
表现与不俗文笔，被老师毫不
犹豫地选为参赛的主力军。

日子悄然逝去。尽管我
对自己的文字功底颇为自
信，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心
中仍不免泛起涟漪：学校里
藏龙卧虎，才华横溢者比比
皆是，我的作文真能脱颖而
出吗？这份疑虑虽在心头萦
绕，但渴望荣誉的我，在同学
面前仍故作谦虚地说：“我这
水平要想获奖，恐怕还有些
难度，毕竟比我文采好的人
太多了。”然而，我内心深处
却想，不愿在学习上崭露头
角的学生，或许算不上真正
的优秀。我渴望为自己和班
级赢得荣耀。

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我
时常驻足于学校的公告栏
前，满怀期待地搜寻着获奖
名单的踪迹，却屡屡落空。
日复一日，那份热忱终被时

间消磨殆尽。
一日，正当我埋头扫地

时，同学带来的喜讯如同惊
雷般炸响——我获奖了！那
一刻，我的身躯不由自主地
颤抖。我迅速恢复镇定，以
一副淡然自若的模样回应：

“哦，知道了。不过是瞎猫碰
上死耗子，侥幸而已，没什么
值得庆祝的。”

在同学们惊讶的目光与
议论声中，我提着臭烘烘的
垃圾袋缓缓下楼。我并未急
于去丢垃圾，而是警惕地环
顾四周，最终决定绕道前往
告示栏。我如同离弦之箭般
冲向告示栏前。那荣誉榜上
的名字，如同镀金般闪耀，我
的名字赫然在列。

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
笑出声来：“嘿嘿，好样的，不
愧是我！”所有的矜持与内
敛，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嘴角
那抹得意的笑。

（指导老师：李峰）

那抹得意的笑
邵阳市五中486班 曾星威

人生一世，要读很多很多
的书。

书中，有万里河山。翻开
书卷，我们可以看到“北国风
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冷
寂，以及“茫茫九派流中国，沉
沉一线穿南北”的豪迈；可以看
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西北风光，以及“小楼一夜听
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江南
景色。我立志用自己的脚步丈
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书中，有家国情怀。慢慢
品读，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便
能显现在眼前。在书中，曹植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
呐喊声震耳欲聋，林则徐“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誓言令人动容。我也是炎黄
子孙，理应担当起属于我们这
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在书中，我遇见了我的偶
像——保尔·柯察金，他的那句
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在
临死前，他说：“我把我一生全
部的时间与精力，都已经献给
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
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读书就像一场去往内心深
处的旅行。

在书中，我们可以走过祖
国的大好河山，可以走过历史
的每一个时代，可以走过他人
的一生，也可以走过我们心灵
深处的每个角落。

（指导老师：唐娟萍）

书中有个我
邵阳市五中 彭天然

姥姥快 80 岁了，但人却
格外精神。她不愿到城里来
住，而是一心住在偏远的农
村，与青山绿水相伴，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因为姥姥住得
远，我爸妈工作又挺繁忙，我
们就只有在假期才有时间去
看望姥姥。

但我常愿到姥姥家里去，
不为别的，就为姥姥嘴中那一
个个生动的故事。

一天，我随爸妈去看望姥
姥。刚到村口，我便火急火燎
地冲进姥姥家。姥姥躺在摇椅
上，阳光在她脸上流淌。她显
得神色悠闲，手上的扇子缓缓
摇着。“哟，虎儿到了。”姥姥像
是早就知道了一样，把我拉到
她的身边来，给我讲起了故事。

“以前，村口有个刻木雕
的，我们都喊他王叔。王叔浓
眉大眼，头发也算不孬，就是额
头上有条五六厘米的疤，显得
凶，村里没几个姑娘看得上
他。但他对别人是很和善的
——对孩子更是极好。我们常
结群成队地找他，他每次也都
不恼，常拿出点吃的，乐呵呵地
分给我们。”

姥姥顿了顿，张了张口，
最后却什么也没讲，只是叹了
口气。她又接着讲：“给他一
块木头，无论啥子要求，都能
给你办得妥妥帖帖。自然上
门的人也多——上午预约的
单子都得等到傍晚才能开始
做。别人都是出门揽生意，他
倒像是别人给他送钱来了。
不过，据说他有‘三不刻’——
地主豪强的不刻，作乱山贼的
不刻，地方军阀的也不刻。就
算人家上门拿刀抵着他脑门
了，他也咬着牙就是不应。估
计他那疤也这么来的。”

“那这样的话，岂不容易
得罪人？”我急切地问姥姥。

姥姥轻笑一声：“是啊，要

不说他狠呢。不过，有一回他
倒是给一位大人物刻了个木
雕。大约是上世纪 30 年代
吧，社会那叫一个乱啊。那位
大人点名要他办，还亲自前来
询问。听王叔说，那时候，这
位大人率人扛着一整块乌木，
十分慎重，就为请他出手一
次，雕一条遨游四海的墨龙。
交代好后，那位大人便再没来
过。王叔也整天待在店里雕
这条龙。大概过了好几个月
吧，说不准也有一年，王叔去
交东西的时候，把龙包得严严
实实。他不叫其他人来帮忙，
就自个儿想办法，慢悠悠地送
去。据说那龙啊，凌晨时被人
在大人府门前发现……听别
人说，那龙的鳞片光华流转，
在阳光下更显肃穆；一对龙目
炯炯有神，好似有光射出，直
叫人心惊胆战。”

“它盘踞在一根枯木上，
怒目圆睁，只是没有爪牙……
人们无不吃惊，那位大人看
了，徘徊着，随后叹一口气，转
身回府……”姥姥说。

姥姥慈爱地看着我，温柔
地抚摸着我的头。我急不可
耐地问：“那后来呢？王叔
呢？那龙呢？”姥姥呵呵一笑
道：“王叔许是回乡了，至少很
久之后才见他回村。只是他
再也不接大活，就帮别人刻点
小玩意儿。而那龙——许是
烂了，许是没有，许是被人藏
了起来。其实那龙啊，呵呵，
也不是很重要，它可能就在这
儿……”姥姥戳戳我的胸膛，
继续说：“在你的心里，也在我
的心里。只有在这儿，它才不
会烂，才会一直怒视前方。”

我似懂非懂，只是还想着
那龙的下落。窗外凉风习习，
交错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像是谁在轻语。

（指导老师：阳露芬）

木 雕
邵阳市第二中学602班 袁灏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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