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软软的，黑黑的。

小蚯蚓说：“土地是我的地盘。”
小蚯蚓钻进土里，
扭来扭去地造起了地下宫殿。

小种子说：“土地是我的家园。”

小种子躺在土壤中，
每天自由自在地成长，
欢笑满脸。

北塔区芙蓉学校三年级
张宸瑞

指导老师 张微微 唐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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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园地/教育

在我心中，秋天是最迷人的季节。尤其是农
村的秋天，那是充满欢乐和收获的美好时光。

农村的田野这时候可美啦！金黄的水稻在
阳光的照耀下亮闪闪的，田野就像铺了一地的
金子。微风轻轻吹过，稻穗就晃呀晃，好像在给
我们展示它们长得有多好。

这天，我去乡下的伯伯家，正好他们在晒
稻谷。大人们特别熟练地把稻谷摊在场地上。
小伙伴们就在旁边帮忙看着，就怕风把稻谷吹
跑了。伯伯还跟我们讲，今年的稻谷长得这么
好，是因为播种的时候精心挑选了优质的种
子，又不辞辛劳地除草、施肥。

不仅田野里满是稻谷，农村的道路上也都
被村民们晒满了稻谷。走在上面，能听到稻谷
发出的细微声响，那声音犹如轻柔的小夜曲；
又似春蚕在咀嚼桑叶，仿佛它们在悄悄诉说着
丰收的喜悦。

阳光照在稻谷上，金光闪闪的，空气里都
是稻谷的香味。

突然，天一下子暗了，接着就下起雨来。雨

点打在稻谷上，沙沙沙的，好像在给丰收的季
节唱歌呢。大家可没停下手里的活儿，反而动
作更快了，赶紧把稻谷搬进仓库。我也跟着一
起帮忙，虽然累得气喘吁吁，但心里特别开心。
雨中的稻田，感觉更有活力啦！

看着满满的一仓库稻谷，我心里高兴极
了，也特别自豪。秋天的农村，真是个又有收获
又有希望的好地方。我喜欢这片金黄的土地，
更喜欢这里勤劳又善良的人们！

城步西岩镇花桥中心小学四年级 杨雅兰
指导老师 段慧芳

农村的秋 丰收的歌

9 月 20 日傍晚，结束了一天教
学工作的王亚欧没有直接回家，而
是回到办公室，对一天的工作进行
复盘。半小时后，理清了思路的她才
收拾物品，离校返家。此时，天色早
已暗了下来。

闲时常思己过，一日三省吾身，
这是王亚欧从教29年来一直坚持的
习惯。面对荣誉，她一直把“算了”挂在
嘴边；面对工作，她始终把“拼命”刻入
骨髓。所求甚少的她，却建功颇丰，用

“居高声自远”形容她，再恰当不过。
数学教育是启发和引导的艺

术。教学时，王亚欧从不局限于传授
数学知识，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为了训
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周密性和深

刻性，她总是多方参阅资料，精心设
计每一堂课。这些年，为了选取典型
例题，她翻阅了100多本参考资料，
做了成千上万道题。她精心设计例
题和习题，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数学
问题的实际意义和应用背景，激发
了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热情。近
年来，她任教班级的数学成绩，无论
是合格率、优秀率，还是平均分，始
终在学校乃至全市名列前茅。

青春期的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
值观的塑造成型期。对于他们，王亚
欧认为，和风化雨般的教化，比声色
俱厉、暴风骤雨式的批评，收效更好。
王亚欧尊重每一个学生，用温暖关爱
每个学生，用宽容对待学生的过失，
用欣赏的目光关注学生的每一个闪

光点，让每一个孩子茁壮成长。
男生小杰（化名）由于父母忙于

生意，疏于对他的管教，迷上网络游
戏无法自拔，经常无故旷课，还拖欠
作业。家长“恨铁不成钢”，亲子关系
恶化。王亚欧多次家访，并给小杰送
了一个篮球、两本书，鼓励他多打篮
球多看书，尝试发展其他爱好。她还
利用休息时间无偿帮小杰补习落下
的功课。慢慢地，小杰爱上了打篮
球，对游戏和手机的依赖
减少了，自信和阳光的笑
容又回到他的脸上。

由于在教育教学中
取得了优异成绩，王亚欧
荣膺“邵阳市优秀教师”
称号。

居高声自远
——记邵阳市第六中学教师王亚欧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胡伟文 龙潇君

“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学生天天有
变化、周周有进步。”9月23日，大祥区祥凤
实验学校教师姚黎民说。当日8时，她一如
既往准时来到教室，引领学生们进入早读
的世界。从教18年来，姚黎民用心用情关
爱学生，注重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引导学
生，激励他们茁壮成长。

在教学中，姚黎民勇于创新教学方
式，合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努力为学
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快乐的

氛围中掌握知识。作为班主
任，姚黎民除了每天督促学生
学习外，还注重引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创设整洁、
宁静的学习环境。在学生思想
教育方面，姚黎民坚持寓教于
乐。她注重培养学生积极乐观

的生活态度，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无限向
往，引导学生走好走正人生路。一直以来，
她所带的班级，班风正、学风浓、凝聚力
强。2021 年，她带的班被评为校“文明班
级”，她个人被评为校“优秀教师”。

好教师，往往能做到教学科研两不
误。多年来，姚黎民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的同时，努力提升自身的知识修养和教学
科研能力。她自觉加强专业知识和教育理
论知识的学习，不断自我充电，主动参加

“国培”和计算机能力提升培训，并与时俱
进以新思路、新方法来指导教育教学工
作。2021年，她主持的《用例举的策略解决
问题》集体备案，获评省三等奖。

多年来，由于教育教学成绩显著，姚
黎民先后获评校优秀教师、区骨干教师等
称号。

甘为人梯铸师魂
——记大祥区祥凤实验学校教师姚黎民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那年冬天，寒冷至极，以至于连太阳
的出现都成了一种馈赠……

父母因工作繁忙，只好把我送到外公
家暂住。一下车，我便看见院内错落着几
棵接近枯萎的树。冷风在耳边打着旋儿，
直往棉衣里钻，我只好拿着行李快步走向
了那个单调的小院。

此时，外公正站在屋前，佝偻着背，曲
着腿，似一把老旧的弓。他从宽大的袄袖
里伸出的半截手，手背的皮肤粗糙得如老
树皮。听到我的脚步声，外公缓缓抬起头，
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喜。他连忙拍了拍身上
的尘土，喃喃自语：“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也没好好准备一下……”见到我，外公便
努力挺直腰板，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参
差不齐的黄牙，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显
得憨厚可亲。

外公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一边高声呼
唤屋里的外婆为我张罗饭菜，一边又将那
些早已过时的玩具全塞入我的怀中。见我
不大说话，外公便又热情地领着我去参观
他为我准备的房间，眼神中闪烁着孩童般
期待父母认可的光芒。我犹豫片刻，终于
轻声唤了一声“外公”。听见我喊他，他像
是吃了甜枣似的。他本想上前帮我整理行
李，但那时我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不用
了，我自己来。”我的话就像是一盆冷水，
浇灭了外公的热情。他尴尬地笑了笑，蹒
跚着走出了房门，背影显得格外落寞。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觉得每一天都度
日如年。不合口味的饭菜，外公喋喋不休
的关心，都让我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我们
之间充满了陌生与隔阂。我深知外公在努
力寻找话题，试图通过讲述那些陈年旧事
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或许是内容太枯

燥乏味，又或是我内心的抗拒，每次的对
话都是匆匆收场。

终于，妈妈打来电话说要接我回家。那
一刻，我的脸上是难以抑制的欢喜。我快速
收拾好行李，把外公给我买的物品随意堆
放在一旁。沉浸在喜悦中的我，丝毫没注意
到外公眼神里的黯淡。似是过了许久，他才
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下雪了，路滑，我送送
你吧。”刚想开口拒绝，但抬头对上了他忧
郁的眼眸，我还是点头答应了。

我拉开门，顿时冷风夹杂着雪花灌进
屋内。我强忍着刺骨的寒风，头也不回地
向前走着。不久，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呼
唤。我回头一看，只见外公正努力加快步
伐向我走来。他用颤抖的左手从口袋里拿
出一个皱巴巴的袋子，说道：“来这儿，你
也没吃多少东西。我记得你妈说过你爱吃
这水果糖。”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触动，
我和外公的疏离瞬间烟消云散。我接过水
果糖，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关爱与温暖，
仿佛一抹阳光穿透了冬日的阴霾照亮了
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愧疚与感动交
织在一起，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紧紧拥
抱了外公。他显然有些诧异，但随即用那双
粗糙的大手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在我耳
边轻声说道：“下次有空再来玩。”

邵阳市五中486班 何欣怡
指导老师 李峰

温 暖 的 回 忆

“你是我的眼，带我
领略四季的变换……”每
当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我
的脑海就会浮现出姥姥
那慈祥的笑容。

姥姥没上过几天学，
但那些做人的道理她都
懂，并不是谁刻意教给她
的，而是她天生就淳朴善
良。姥姥一辈子，苦没少
吃。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
代，更是没少受欺负，可
她从无怨言。但这并不表
示她怯懦，姥姥是要强
的，除了自己的亲人，她
没向任何人低过头。特别
是生了我的妈妈以后，她
总会护着妈妈，不让妈妈
受一点点委屈。

去年暑假，我去姥姥
家玩。正在吃晚饭，突然
听到有人敲门，我连忙起
身去开。门前站着一位陌
生的老奶奶。还没等我开
口，老奶奶就笑吟吟地走
进来，把一篮子煮熟的毛
豆塞给我：“拿去和你姥
姥一块吃啊。这邻里邻外
的，她可没少帮忙！”我说
了声谢谢。把这位老奶奶
送走后，我就跑去问姥

姥。原来，姥姥在中午时
帮别人的菜园浇了水。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
晨，姥姥带我去田野玩。
一路上我边走边跳，又捉
蝴蝶又捉蜻蜓，把姥姥抛
得远远的。等我跑累了，
往回走去找姥姥，发现姥
姥正蹲在地上，专心地用
手挖着什么。我跑过去
问：“姥姥，您在干什么
呢？”“哦，挖点野菜，邻居
张姥姥爱吃，忘不了这
味。”姥姥抬起头，豆大的
汗珠从她的鼻尖掉落。

火辣的阳光照耀着
我们，也照耀在我的心
里。姥姥的汗珠滴落在地
上，也滋润了我的心田。

姥姥，您是我的眼，
带给我爱的温暖；您是
我的眼，带我认识纯洁
的心灵；您是我的眼，带
我阅读人生的真谛。因
为您是我的眼，让我看
到这世间质朴无私的情
就在我身边。

大祥区祥凤实验学
校83班 龙千灏

指导老师
张微微 朱菲菲

你是我的眼

妈妈说，她最难忘的“家乡味道”，是她奶奶每年
冬天都要亲手制作的猪血丸子。把肥瘦相间的猪肉
丁揉进软糯细嫩的豆腐，加入精心挑选的新鲜猪血
反复揉搓，捏成拳头大小，从各个方向用力拍打使之
紧实，最后再拍上一层鲜红的猪血。再经过几天的晾
晒和烟熏，猪血丸子鲜红的外表就变成了黢黑。别瞧
它外表不讨喜，切成薄片，煎得焦脆，加上辣椒、蒜
苗，一出锅腊气扑鼻，让人涎水四溢。尝一口那醇厚
的味道，齿颊留香。

姨妈说，她最难忘的“家乡味道”，是每次从外地
归来时第一时间要去品尝的那一碗邵阳米粉。将Q
弹细长的米粉在翻滚的水中烫熟，捞出后用精心调
制的筒骨汤迎头浇上，再加上各种臊子，淋上鲜榨的
红油，撒一把香葱末，一碗热腾腾的米粉新鲜出炉
了。如果再加上几滴醋，那味道的层次就更丰富了。
挑起一筷子米粉，一口嗦下去，米粉的爽滑劲道与汤
汁鲜美的口感完美融合，让人欲罢不能。每天清晨，
街头巷尾的米粉店总是热闹非凡，人们一边品尝着
美味的米粉，一边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而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家乡味道”，是家乡的
甜蜜宝藏——雪峰蜜橘。秋风起，蜜橘香。每到金秋送
爽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橘树上挂满了一个个金灿灿的
小灯笼。它们色泽鲜艳，皮薄光滑。那清新的橘香，弥
散在空气中，让人陶醉。咬上一口雪峰蜜橘，那甜蜜的
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如蜂蜜般的甜腻沿着喉咙沁入
心田，滋润着五脏六腑。无论是自己品尝，还是送给亲
朋好友，雪峰蜜橘都是一份充满蜜意的礼物。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乡的味道
将始终在心底里留存，在血脉里流淌。

邵阳市第六中学551班 李成溪
指导老师 潘磊

家乡的味道

酸酸甜甜的
橘子，让人口舌生
津，回味无穷。而
我的家乡邵阳，正
是盛产雪峰蜜橘
的地方。大家想知
道 橘 子 的“ 妈
妈”——橘子树，
是怎样的吗？

春天的橘子
树是灿烂的。3 月
初，橘子树上长
出 了 小 小 的 花
苞 。到 了 3 月 中
旬，花苞长大，半开半
合，像一个个害羞的小
姑娘。再过几天，花苞逐
渐绽放，露出黄色的花
蕊、白色的花瓣。远看，
树枝上就像堆着一团团
的雪花。它们的花朵是
那么美丽，那么娇艳，吸
引了许许多多的蜜蜂来
采蜜。等花朵凋谢了，夏
天也快要来了。

夏天的橘子树是可
爱的。渐渐地，橘子树上
长出了许多像绿豆一样
的青绿色的橘子。阵阵风
吹过，这些橘子在风中摇
摆，好像在说：“我们会快
快长大的！”经过精心照
料，橘子们一天天变胖，
渐渐长成乒乓球大小。到

了8月下旬，橘子
已经长成拳头般
大了，颜色也慢慢
变黄。

秋天的橘子
树 最 是 引 人 注
目。等橘子成熟
得差不多了，金
黄金黄的，像一
盏盏挂在树上的
小灯笼。远远望
去，那黄灿灿的橘
子，闪着明黄的光
芒，像是一片金色

的海洋。橘子皮上有许多
密密麻麻的小点点，但是
摸起来软软的、很光滑。
摘下一个橘子，闻一闻，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剥开
橘子皮，可以看到橘肉的
外面还有一层渔网状的
白筋。掰下一瓣橘子放入
嘴中，美味的汁水瞬间充
满了整个口腔，好甜。

在雪花飘飞的冬季，
橘子树还在傲霜斗雪，顽
强生长。

家乡的橘子树，不仅
给我们结出了甜甜的果
实，还带给人们很多欢乐。
我爱我家乡的橘子树。

新邵县酿溪镇第一
完全小学 刘瀚阳

指导老师 朱小梅

家
乡
的
橘
子
树

绽 放 杨运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