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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云 朱巨滨 摄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
黄橘绿时。”每当吟诵起这句诗，
我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家乡崀
山那漫山遍野的脐橙。

崀山，那是一片钟灵毓秀的
土地。而当脐橙成熟的季节，这
片土地更是焕发出别样的生机
与魅力。远远望去，脐橙园仿佛
一片金色的海洋。一个个圆润饱
满的脐橙挂满枝头，在阳光下闪
耀着金色的光芒，就像一盏盏小
灯笼。微风拂过，橙香四溢。那股
清新而甜蜜的味道弥漫在空气

中，让人陶醉不已。
走进脐橙园，仿佛置身于一

个童话世界。橙树并不高大，但
却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脐橙压
弯了枝条，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
丰收的喜悦。轻轻摘下一个脐
橙，沉甸甸的，那光滑的表皮散
发着诱人的色泽。用刀轻轻划
开，橙黄的果肉便呈现在眼前，
让人垂涎欲滴。咬上一口，那甘
甜的汁水瞬间在口中四溢开来。
甜蜜的味道弥漫在舌尖，让人回
味无穷。

崀山的脐橙之所以如此美
味，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和
果农们的辛勤付出。崀山的土
壤肥沃，气候适宜，为脐橙的生
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果
农们精心呵护着每一棵橙树，
从施肥、浇水到病虫害防治，每
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他们用
勤劳的双手和汗水，换来了这
满园的丰收。果农们如同脐橙
树一般，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
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
都始终坚守，默默付出，只为迎

来那丰收的一刻。
脐橙不仅是一种美味的水

果，更是家乡的一张名片。每年
脐橙成熟的时候，都会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采摘、品尝。他们在脐
橙园里尽情享受着田园风光，感
受着丰收的喜悦。而崀山的脐橙
也通过各种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份来自大
自然的甜蜜馈赠。

崀山的脐橙，是大自然的恩
赐，也是果农们的骄傲。它承载
着家乡的希望和梦想，也寄托着
游子们对家乡的思念。无论走到
哪里，只要想起那熟了的脐橙，
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浓浓的乡愁。

我爱家乡的崀山，更爱那熟
了的脐橙。愿这片土地永远充满
生机与活力，愿这份甜蜜的味道
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指导老师：肖分良）

记录

崀 山 的 脐 橙
新宁县思源实验学校七年级2402班 肖焱曦 “文明邵阳文明人，我的

城市我的家。”千年宝庆府，逐
梦文明城。邵阳，这座有着深
厚底蕴的历史古城，在我眼
中，文明就是它最美的底色。

街头巷尾，彰显文明气
息。清晨，环卫工人早早便开
始了一天的清扫工作。菜市
场里，商贩们早早出摊，菜品
摆放整齐有序。没有占道经
营，没有缺斤少两，有的只是
新鲜与诚信。十字路口，车辆
有序等待红绿灯，行人在斑
马线上安全通行。邵阳的司
机们，总是会主动停车，向行
人示意。那一个个微笑与点
头，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尊
重。邵阳，人人讲文明，处处
见真情。

文化场所，尽显文明底
色。城南公园里，人们悠闲地
散步、嬉戏，但不会践踏草
坪，不会攀折花木，公共长椅
上也总是干净整洁。松坡图
书馆内，安静得只能听见翻
书的声音，人们沉浸在书海，
爱惜每一本图书。走进邵阳

市博物馆，游客们有序参观，
仔细聆听讲解，品味邵阳的
历史文化。邵阳，一城文明
风，和谐满怀盈。

邵阳人民热情好客，淳
朴善良。公交车上，他们主动
让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校
园里，文明之花同样绚烂。同
学们尊敬师长，课堂上专注
认真，课间休息时也井然有
序，不追逐打闹。他们爱护校
园的一草一木，会随手关上
水龙头，以实际行动争做文
明使者。

近年来，在人杰地灵的
宝庆大地上，涌现了一批“中
国好人”“湖南好人”。邵阳人
民上下一心，以“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韧劲和“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拼劲，努力做文明的
践行者、守护者。每个邵阳人
都如星辰，释放着自己的光
芒，交织成灿烂的文明星河。

当今邵阳，资江荡漾，文
明“潮”涌，势不可当。

（指导老师：欧阳益巧
张琴）

我眼中的文明邵阳
邵阳市第五中学481班 周昊东

金秋九月，朝阳似火。步
入神圣的高中校园，很快便
迎来了军训。军训场，呐喊声
回荡，一张张稚嫩脸庞笑对
骄阳。

青春美如斯，正是读书
时。“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
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
作为高中青年，当务之急是
学习，必须主动学知识、如饥
似渴地学。要从书本中汲取
智慧和营养，做到读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同时，到
农田、工厂结合实践学，做到
学以致用、学用相长。

要成为青年才俊，首先
是要有好的口才，能够用最
简单的语言把最复杂的问题

讲清楚。其次，是会写作，能
把所看、所想、所闻用文字记
录下来。再次，是有思想。遇
事能分析，有见解。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
了，但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能
少。越努力，越幸运。越自律，
越出众。对青年学生来说，要
想学业上有成就，就一定要
严格自律，不过度沉迷游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
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勉励广大
青年，要牢记党的教诲，立志
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

青年有梦，就应该肆意
追逐。

（指导老师：黄燕红）

青 年 使 命
邵阳市第一中学2403班 刘酝熙

我们宿舍的八朵“金花”，
像亲姐妹一样。每当晚自习下
课，我们宿舍里便充满了欢乐
的气氛：演奏的、歌唱的、画画
的……大家各展其长，大显神
通。渐渐地，我们宿舍就有了点
小名气，人称“艺术家”宿舍。

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
校园里琅琅书声与喳喳鸟语交
织成一片。我走出宿舍，沿着湿
润的花径走向教室。当我来到
宿舍拐弯处的黑板报前，碰到
了宿舍“画家”何苗。

“喂！画家，你在干什么？”
她连头也没抬，只是调皮

地回答：“小演奏家呀，难道你
允许黑板报有空缺吗？”我定睛
一看，原来是学校黑板报被谁
擦掉很大一部分。只见“画家”
手上拿着抹布，脚旁散落几支
彩色粉笔。此刻，她正仔细地用
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抹着
黑板上的污渍。水迹一干，她马
上就用粉笔将黑板报修补好。
我心头一热，急忙问她：“画家，
是老师叫你干的？”她摇了摇
头，直到画完最后一笔，才回转
身来，朝我眨了眨她那清泉似
的眼睛。

我们宿舍的其他姐妹，常

用她们的歌喉、琴声，为同学提
供精神食粮，给人无尽的快乐。
然而，这里也产生过叫人焦心
的事。例如上周三下午，我们的

“歌唱家”谢雨涵感冒了，高烧
不止。这可急死人了，要知道，
市里过两天就要举行合唱赛
了，谢雨涵可是唱歌主力呢。于
是，大家都忙了起来，有的向老
师报告，有的到医务室为她配
药，有的联系家长，有的上街买
水果……晚上，大家又排班轮
流照顾她，照顾她喝水吃药。当
我捧着药瓶走近躺着的“歌唱
家”时，发现她双眼噙满了热泪
……真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
及同学姊妹情啊！

不久前，学校开展“文明宿
舍”评比活动。当学校领导和学
生会干部走进我们宿舍时，立
即为富有艺术感的整洁布置赞
叹不已：床铺的整理整齐划一；
各种乐器盒子排列有序；装画
具的塑料盒，做了靠窗桌上的
装饰……于是，他们开玩笑：

“你们这儿多美啊，真是名副其
实的‘艺术家’宿舍！”他们一
走，我们纷纷向设计功臣“摄影
师”竖起了大拇指。

（指导老师：呙中波）

青春

“ 艺 术 家 ”宿 舍
武冈二中初一（1）班 谢茹

在这座充满书香的校园
里，图书馆是我钟爱的一隅。
每当我漫步其中，耳畔似乎
能听到知识的海洋在轻轻波
动，那种宁静与美好总让我
流连忘返。然而，一个偶然的
发现，却让我与这片净土有
了更深的联系，也让我领悟
到了坚守的意义。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
我独自在狭窄的书架中穿
梭。手中捧着一本书，享受着
这份独有的宁静。然而，当我
无意间瞥见角落里一堆凌乱
堆积、落满灰尘的书籍时，心
中不禁一紧。我环顾四周，发
觉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

了这一点。大家似乎只觉得
这堆书籍脏乱，生怕弄脏自
己光鲜亮丽的衣服，不愿意
接近，更不愿意伸手去帮忙
整理。我犹豫了一下，但内心
深处的责任感驱使着我为这
里做些什么。

于是，我召集了几位也喜
爱来图书馆看书的同学，一起
商量如何整理这些书籍。经过
一番分工，有的负责擦拭桌
椅，有的负责整理书籍。我们
互帮互助，各司其职。虽然，汗
水和满天纷飞的灰尘弄脏了
我们的衣服，可看着图书馆恢
复了往日的美丽，我们心中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图书
馆的“秩序”再次面临挑战。
我们觉得整理过后就会一切
井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图
书馆，总有人随意翻阅、乱丢
乱放书籍，甚至大声喧哗。面
对这些，我们并没有放弃，而
是轮流值守，确保图书馆的
良好环境得以维持。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
们的行动渐渐赢得图书馆管
理员的认可。他赞扬我们的
行为并且采纳我们的意见，
让更多人参与图书馆秩序的
维护。现在，走进图书馆，可
以看见人们安静地低头阅
读，看完后将书放回原位。整
个图书馆里虽无声音传出，
我却可以感受到人书相伴的
和谐之声。

回首那段时光，我深深
体会到，坚守不仅仅是一种
行为，更是一种品质。

（指导老师：雷琼）

成长

图 书 馆 记 事
邵阳市第五中学498班 刘岳

“嘟，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
无法接听，请稍后再拨……”

不知这是第几次，母亲与女
儿通完电话后，总会不由自主地
望向女儿的卧室。屋内布置如
初，氛围依旧。

“这孩子，放寒假了也不赶
紧回家，又不知道跑哪儿去玩
了，哎！”母亲轻声念叨着，手中
却未停下准备食物的动作，刚
洗净的卤豆腐可是女儿的最
爱。回想近年来与女儿的交谈，
母亲发觉除了“吃饭了吗”“在
干嘛呢”这类女儿厌烦的家常
话，她们之间鲜有共同话题，通
话也似例行公事，往往三分钟
便匆匆结束。

女儿在省城上大学，离家甚
远，丈夫又常因工作忙碌不在
家，偌大的屋子常常空荡荡的，
寂静无声。

“是不是人老了，周围的喧
嚣都会渐渐归于平静呢？锅碗瓢
盆不再作响，聊天闲谈声也消失
了，就连最吵闹的电视广告声都

慢慢听不到了。”母亲喃喃自语。
此时，一片枯叶缓缓从树上

飘落。叶根从树枝折断的细微声
响，枯叶随风划过的簌簌声，皆
被母亲敏锐地捕捉，苦涩而干
脆，印刻在她的脑海。

庭院里种着一棵桃树。春
天，桃花在鸟鸣与微风的轻抚
下，粉粉嫩嫩地绽放。女儿在家
时，一家人总会在闲暇时搬来椅
子，拿上书本，在桃树下共享春
日的美好。暑假，酷热难耐，母亲
与女儿常躲于桃树的绿荫下。听
着蚊虫的嗡嗡声，女儿总会抱怨
自己的 O 型血招蚊子。初秋，桃
树上果实熟透，女儿却已返校，
满树的桃子只能在枝头等待鸟
儿啄食，或在枝丫不堪重负时滚

落远方。南方的冬天鲜少下雪，
少了白雪的包裹，万物变得冰冷
坚硬。桃树也在寒风中尴尬伫
立，任由冷风将树叶吹落，直至
光秃。

不知女儿买了几号的车票，
电话不通，母亲唯有准备好女儿
喜爱的一切，静静等待她的归
来。无声的等待总是漫长，母亲
每日盼着女儿回家，每日细数桃
树上残留的叶片。

以往，树上还有 200 片叶子
时，女儿尚有两周才期末考；叶
子掉到69片时，女儿正和朋友期
末聚餐；如今，树上仅余11片叶
子，女儿此前说买不到回家的车
票，不知何时才能返程……

“叮叮叮。”母亲的电话响

起，来电头像正是女儿春日倚在
桃树旁的照片。

“喂，你干嘛去了。之前给你
打电话……”

“妈，你在家吗？快到桃树这
儿来接我，行李太多，我拿不动
啦！”母亲话音未落，女儿便气喘
吁吁地说道。

母亲迅速解下围裙，推开
门，便看到了靠在桃树上休憩的
女儿。女儿的脸涨得通红，汗珠
密布，显然疲惫至极。母亲莞尔
一笑，打趣女儿长胖了，俯身捡
起地上桃树掉落的最后一片叶
子，悄悄放入女儿口袋，而后母
女俩一同走进家门。

（指导老师：肖岚）

小小说

盼 归
城步一中488班 唐铨

“讨僚皈”是隆回县虎形山瑶民们
的传统节日。今年的“讨僚皈”期间，为
缓解我的学习压力，丰富我的阅历，父
母带我驱车前往虎形山。车子往海拔
1300多米的崇山峻岭爬去，窗外云雾
缭绕，并飘来阵阵清香，母亲告诉我这
是金银花香。放眼望去，那青山秀水之
间到处点缀着团团的金黄色的金银
花，村民将含苞未放的嫩嫩的金银花
摘下放到背篓里。

渐渐地，一座座依山而建的木屋出
现在眼前。它们错落有致，与青山绿水
融为一体，形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我们来到了崇木凼。古树林前挤满了
人，村民们穿着节日盛装。随着一阵阵
悠扬的唢呐声和悠长的锣鼓声，他们虔
诚地跪拜在祖先的灵牌前。主持者时而
高唱，时而低吟，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家人平安。然后他们唱起了呜哇山
歌，那独特的旋律和歌词使我陶醉。

哟，一对男女唱着情歌出来了。他
们通过情歌对唱来传情达意，寻找自己
的意中人。引我好奇的是他们头顶色彩
斑斓的太阳帽，那红绿交错的大圆盘煞
是可爱。帽檐系着彩色流苏、银铃，与精
美的花带相映。穿着艳丽夺目挑花服饰
的瑶民，打起鼓，跳起舞，热闹非凡。

随后，我们来到了小沙江街上，来
自各地的商人和游客云集在此。有姑
娘们表演挑花绝艺，她们用丈余长的
毛线，巧妙地盘缠，编织出精美的花带
和服饰。也有不少游客穿着瑶服，戴着
太阳帽，照相留影。店铺摆着很多瑶家
特产，有金银花、腊肉、猪血丸子、糁子
粑粑、糍粑等。我们也买了些特产。

花瑶如花。花瑶一游，满眼是花：
金银花、挑花、花帽、花服。离开花瑶那
一刻，心中充满了不舍与感慨。

（指导老师：曾清华）

观察

花瑶如花
邵阳市五中495班 蒋闻思

感 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