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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春雨贵如油。”可
是在南方，春天最常来造访我
们的，就是春雨。

记得今年春天，学校开学
第一天，就下雨了。原本碧蓝如
洗的天空，忽然被一大片横扫
而来的乌云遮住了，太阳也淹
没在乌云里。明朗的天空变得

阴沉起来。很快，就淅淅沥沥地
下起了小雨。

一滴、两滴、三滴……数不
清的小雨点漂洒在教室的玻璃
窗上，点点晶莹的小水珠，连成
一片，流出了一条条弯曲的小
河。校门口的水泥大道变得油
光闪亮了，教学楼前的几棵大
树被洗刷得绿莹莹的，树叶一
晃一晃，像一只只明亮的眼睛。
小鸟躲在浓密的树叶丛里，望
着淘气的小雨点，忘记了歌唱。

雨停了，天晴了。尘埃不见
了，空气清新了。花儿不知什么
时候悄悄地盛开了，金灿灿的
小花，一片片全是的。蒲公英们

一团团毛茸茸的种子，等着太
阳把它晒干，好让风儿送它去
远方。成群的蜻蜓飞舞着，一会
儿东，一会儿西，追逐蚊虫。它
们累了，就落到竹叶和草梢上，
扇动着薄纱似的翅翼，静静地
休息。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谁也没注意，一道
彩虹无声地架在空中，五色斑
斓。那是谁架的呢？沿着它能去
向什么地方呢？

晚报小记者
邵师附小131班 唐楚晔
指导老师 石文娟

春雨贵如油

“六·一“”儿童节是我们最期待的节
日。这一天，小朋友们都聚集在公园、游乐
场玩耍，非常热闹。咦，这不是个天大的商
机吗？我可以批一些小玩具、小饰品兜售出
去呀，也可以趁机尝试当一次小“老板”，何
乐而不为呢？

说干就干！“六·一”儿童节上午，我和同
学们约好一起去松坡图书馆前摆小摊。我
们在地上铺了几张报纸，摆放好小挂件、小
镜子、小玩具，几个胆大的同学吆喝起来，小
店就正式开张啦！不一会儿，渐渐围观的人
多了，也有几个小朋友买走了几样小玩具，
这让我们都很兴奋，叫卖声也越来越大。可
这时，城管叔叔来了，说我们随意摆地摊是

不对的，让我们把东西都收起来。才刚开始
就要结束了吗？怎么办呢？我看着来来往
往的人群，灵机一动：不能摆摊，我们可以做
流动生意啊！我给几个同学分了工，让他们
拿着小饰品、小玩具挨个挨个地向行人兜
售。这个办法果然有效，不一会儿，同学们
就给我送来了他们的劳动资金，1 元，2 元
……我一边收着钱，心里不知有多得意了。

松坡图书馆前“大战告捷”后，我们又来
到人流量最多的城南公园。这时，天上的太
阳火辣辣的，晒得地面像烤焦了似的。为了
更快地将物品卖出去，我们分成了几个小
组。同学们的能力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刘语
萱、曾尧和邓景人美嘴甜，看到阿姨叫姐姐，

看到奶奶叫阿姨，一个过路的老爷爷被她们
围住，硬是给买了个小挂件带给家里的小孙
子；杨子轩和颜翰林是拼命二郎，顶着大太阳
跑遍了整个公园，直跑得汗流浃背，满脸通
红。我也没有闲着，搞起了“电话推销”，打给
熟悉的同学和朋友，也拿到了几个订单。

时间转眼到了中午，我们聚到一起，聊着
卖东西的经过，数着一张张用汗水换来的钱，
大家情绪激动又高涨。为了奖励他们的辛勤
付出，我作为“老板”给同学们发了“工资”，这

“工资”也许还比不上平时的零花钱，但同学
们却小心翼翼地收着，倍加珍惜。因为，这是
我们用自己的汗水赚回的第一份工资。

晚报小记者
向阳小学155班 龙奕
指导老师 王细姣

我当小“老板”

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听故
事。夏天的晚上，全家在院子里
乘凉，我就会缠着外公给我讲故
事。外公看过许多故事书，几乎
什么故事都会讲，什么《农夫与
蛇》、《中山狼》、《武松打虎》这些
故事我都爱听，《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更是百听不厌！

有一天，外婆在家里大扫除，
翻出来了一大堆的书，每一本都
奇奇怪怪的。我突然看到了一本
厚厚的书，上面写着《西游记》三
个字，封面上画着“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的图案。我心里高兴坏了，
拿到手里舍不得放手。可那时我
才读学前班，并不识字，也只能看
看图而已。

一眨眼一年过去了，我读一
年级了，学会了拼音和认字。这
天，我迫不及待地把那本心爱的

《西游记》翻了出来。尽管还有一
些字不认识，有的内容看不懂，但
我仍然津津有味地看着。不到两
个星期，这本厚厚的《西游记》就
被我看完了。

看了《西游记》后我才知道，
爷爷讲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太
简单了，而书上就描写得十分细
致。当看到孙悟空举起金箍棒把
妖怪赶跑了时，我真觉得大快人
心。当看到唐僧被妖怪抓到洞里
后，悟空不记前嫌地把他从妖怪
那里救了出来，师徒二人相拥痛
哭时，我又觉得温馨感人。

看了“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应该相
互理解，相互信任，要多听别人的
建议，不能一意孤行。

晚报小记者
向阳小学158班 蒋宇阳
指导老师 马媛媛

读《西游记》

楠木山位于益阳市桃江县
的一个小山村中。大年初二这
天，阳光明媚，妈妈决定带全家
人去楠木山祈福。

我们一行人沿着一条狭窄
的山间公路来到了山脚下。下车
后，我们脱下厚厚的棉衣，带上
水杯开始登山了。沿着羊肠小
道，我们一边看风景，一边往山
顶上走去。楠木山上种满了翠
竹，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一大

片高耸入云的竹林，郁郁葱葱，
翠绿翠绿的。山中的树木茂盛，
种类也很多，细看那一片片的树
叶，有的像一只只撑开的手掌，
有的像一根根密密麻麻的细针，
还有的像一把把小扇子……真
是有趣极了！就这样，沉醉在美
景中的我们，不知不觉的爬到了
山顶。

山顶上有一座宏伟的寺
庙，那就是楠木寺。妈妈告诉

我，这座古寺已经有四百多年
历史了，是当地的福地。我们进
入寺庙，一座巨大佛像出现在
眼前。佛像目光慈祥，微笑地看
着前来拜祭的人们。佛像的左
右两旁矗立着十八罗汉，他们
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令人心生
敬畏。我们点燃香火，跪在大佛
面前祈福，希望全家幸福安康。

楠木山的翠竹、花草、古寺
真美，让人流连忘返！

晚报小记者
邵师附小134班 薛可欣
指导老师 徐正英

美丽的楠木山

幸福是什么？是温暖的太
阳，还是雨后的彩虹？是绚丽
的鲜花，还是山涧的清流？

幸福是什么形状的？是盛
满关爱的心形，严厉且稳定的三
角形，还是形如云朵变幻莫测？

我总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希望能远离父母终日的叮咛
唠叨，逃出老师的反复说教；
希望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希
望终日在蜜糖般的快乐里徜
徉……可当我看到7岁的小海
萱辛苦地照顾着自己的傻爸
疯妈，仍仰起阳光般灿烂的笑
脸时；当我看到她满怀期待地
说“自己最盼望的幸福是妈妈
亲手为我做一顿饭”时，我的
心如触电般震惊了。原来，我
一直渴望的幸福，在小海萱的
心中竟如此简单纯粹。

小海萱的生活就如泡在黄
莲水里一样不幸：爸爸烧坏了
脑袋，妈妈时不时地就会发疯，
家里一年到头很难尝到肉味，
她每天既要读书又要做家务还
必须管着那不受控制的疯妈
……她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
苦难和辛酸，却仍然坚强而努
力地生活着。她在大山里一边
砍柴一边唱着“我很幸福”；在
记者面前微笑着说：“我认为幸
福是咸的，因为爸爸的汗水是
咸的，我偷偷流的眼泪是咸
的”……这一幕幕看在我的眼
里，引起我心海的串串涟漪。

原来幸福竟是这般简单
纯粹，原来幸福竟是这般五味
杂陈。原来幸福不仅是获得和
享受，还有付出的回报。幸福应
该是嘴角的微笑，亲友的相伴；
幸福应该是一句温暖的话语，
一个理解的眼神；幸福应该是
父母的叮咛，朋友的帮助，老师
的教诲……原来，我一直是那
个拥有幸福人，原来我一直沉
浸在满满的幸福之中。

老师说过，幸福是奉献和
给予，我愿从此做一个简单的
幸福人，感恩拥有的一切，帮助
有需要的人，奉献自己的爱。

晚报小记者
佘湖学校五（2）班

周奕彤
指导老师 岳 海

简单的幸福

开学了，好朋友张诗晗送给我
一个水仙花球茎。我把它养在一个
小鱼缸里，每天给它换水。

两天后，我惊喜地发现，水仙
花长出了嫩嫩的芽尖。我仔细地量
了量，最短的芽尖才1厘米，最长的
芽有5厘米。

第8天，水仙花的嫩芽长高了
许多，最长的芽分叉了，就像一把
绿色的剪刀。它的根须越长越密，
就像老爷爷的白胡子。我又量了
量，小芽长高了3厘米，大芽长高了
7厘米。望着生机勃勃的它们，我欣
喜万分。

第16天，水仙花越长越高，枝枝
绿叶犹如绿色的小手，齐刷刷地指向
天空。再一量，最长的叶片有21厘米，
最短的叶片也有7厘米了。最令人惊

喜的是叶片中竟藏
着三枝花茎。我渴望
它快点开花。

第 23 天，我惊
喜万分地发现：水
仙花开了！每一朵花都有六个洁白
如玉的花瓣，中间包着金黄的花
蕊。三枝花茎高高地立在翠绿的叶
片中，犹如三个亭亭玉立的姑娘正
在比美呢！凑近一闻，芬芳扑鼻，让
人久久不离去。

在与水仙花共同成长的日子
里，它带给我美的享受，也教我学
会了仔细观察事物的好习惯。

晚报小记者
邵师附小（二）134班刘诺齐
指导老师 徐正英

和水仙一起成长

可恶的细菌大王：
最近，我的身上又开始长红

痘痘了，这全是你的子民干的好
事，它们可比你厉害多了。这些
红痘痘令我每天都坐立不安，就
连上课都在挠个不停。更让我伤
心的是，我的嘴巴也开始红肿了，
这对我美丽的容颜影响有多大，
你知道吗？我都恨不得戴个口罩
出门了。

然而想想被你们折磨的癌症
病人，我算是幸运儿了。每天全
世界有那么多人因为抵抗不住你
们的入侵而死亡。你是至高无上
的细菌大王，一定没有病魔来打
扰你，你还可以指挥成千上万的
细菌为你服务。你有你无忧无虑
的美好日子，肯定不会知道我们
人类有多么惧怕你。

细菌大王，请你收手吧！但
愿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健康长寿！

一个不欢迎你的人：岳好
2016年6月22日

晚报小记者
汇江学校134班 岳好
指导老师 刘萍

给细菌大王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