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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见过风，
不用说你和我了。
但是草儿绿了，花儿开了，
我们知道那是春风来了。
谁也没有见过风，
不用说你和我了。
但是炎热的天气变得凉爽了，
我们知道那是夏风来了。
谁也没有见过风，
不用说你和我了。
但是树叶黄了，果实熟了，
我们知道那是秋风来了。
谁也没有见过风，
不用说你和我了。
但是大地换上了洁白的银装，
我们知道那是冬风来了。
晚报小记者
邵师附小二年级136班

张紫嫣
指导老师 廖 蕾

风

正月初五，经过漫长的三个小时，我们来
到了骆驼峰的山脚下。幽幽青山，清清湖水，
一幅山清水秀的图画，构成了美丽的崀山。

我们迫不及待地向骆驼峰跑去，眼前的
台阶数也数不清。我抬头一看，似乎看不到
骆驼峰的山顶。这让我觉得这是座不可能爬
上的山，突然发现骆驼峰的山顶上有几个红
色的小点点在慢慢移动，那不就是人吗？看
到这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爬上骆驼峰。半
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没想
到山顶美不胜收，一眼望去，四周云雾缭绕
好似仙境一般。

时间不早了，我们找了一个宾馆住了下
来。到了第二天，我们要去最让我们期待的
一个景点——八角寨。

到了八角寨的山脚下，我们看到长长的
索道。坐进索道车到达山顶后，我们顺着告
示牌，走到八角寨的观景台上，哇！八角寨
的主峰就像八个牛角似的。

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只看了两个景点，
但我们还是很快乐！

晚报小记者
城南学校三5班 陈 浩
指导老师 银小凤 夏雪梅

春天是花开的季节。桃花开了，
梨花开了，杏花开了，李花也开了……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小青蛙
从洞里出来了，小鸟也飞回来了，小熊
在外面直说：“美好的春天来了”。

春天是温暖的季节，太阳把冰和
雪融化了，气温上来了。

春天是美丽的季节。河边的柳叶
绿了，花朵在花园里开了，菜园里的菜
芽绿了。

春天真美！
晚报小记者
桥头小学二年级 罗佳蔚

美丽的春天

“年味”是什么？古诗曰：“爆竹声中一
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年
味儿。一到过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贴春
联、放鞭炮、拜大年……但是，每年这样过
年，我总觉得，属于我的“年味”儿还少了点
什么……

年三十的晚上，妈妈刷微信，说：眺眺，
过几天带你去参观邵阳市博物馆。你看，
微信上朋友们说了，邵阳市博物馆正月初
二全面开放！我高兴地跳起来！过年去看
博物馆，给我的“年味”儿新添了一道大
餐。它会是什么口味的呢？

正月初三，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排队走
进了博物馆的大门。

一进博物馆，一面高大庄严的邵阳名
人铜墙印入我的眼帘，有魏源、胡曾、白善
……哇，邵阳的名人还真不少啊！

我们决定从三楼往下逐层参观。三楼
是少数民族馆，我最感兴趣的是蓝印布的印
染工艺和宝庆竹刻工艺。尤其是宝庆竹刻，
它包括竹青雕刻、翻簧竹刻、竹根雕刻和竹
简竹刻，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一幅“竹
趣图”真漂亮，上面雕刻的小溪欲流、人物欲

动、竹林上似乎有风在吹拂，真是鬼斧神工！
有一栋木头老房子让我们流连忘返。

妈妈说，以前外婆家就是这个样子。老房子
门口贴着花花绿绿的门神、红对联，还贴了
一幅“老鼠嫁女”的滩头年画，太有意思了。
如果不是爸爸妈妈催我，我都不愿意离开。

二楼是地理馆，这里顶上挂着双龙戏
珠的灯笼，这两条龙特别长，绵延了好几个
展厅呢。下面陈列着邵东木偶戏的戏班
子，还有邵阳少数民族的吊脚楼、民间剪纸
等。这儿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戏台子，当
时没有人在舞台上演出。我赶紧爬上舞
台，为在场参观的人们背诵了一篇孟子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台下的人们纷纷为
我鼓掌！

最后我来到了很感兴趣的历史馆。我
了解到，其实远在青铜时代，邵阳就有了青
铜杯、鼎、碗，史载“春秋时白公善筑城于今
县治。”原来早在春秋末期，楚将白善率军
屯驻，在此筑城以据守防卫，称白公城，属
楚地。明朝的陈列区还有一条小吃街，有
粉面店、酒家、布店……让我好像穿越了时
空，肚子也饿了，好想来一大碗邵阳牛肉米
粉，要拌上卤鸡蛋、武冈卤菜、还要有猪血
丸子做臊子！

我觉得今年的“年味”儿充满了人文的
醇香、历史的厚重，这味道特别美、特别深
长！这就是属于我的“年味”儿！

晚报小记者
三八亭小学五年级155班 徐岱眺
指导老师 刘莉娜 杨正辉

我的我的““年味年味””儿儿

一个周末的午后，完成功课的
我好奇地问起爷爷的童年是什么样
子。他略略沉思后，便开口向我娓
娓道来。爷爷说的每一个字，我都
记在心。

爷爷出生在农村，他的童年是
辛苦的。天刚蒙蒙亮，爷爷就要起
床去山上放牛。不管春夏秋冬，刮
风下雨，爷爷那幼小的身躯总是按
时出现在山间的小路上。山上的路
凹凸不平，遇到下雨和降温，湿漉漉
的泥巴和寒冷的气息，使得山上的
路难走。爷爷一边放牛一边扯猪
草。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放完牛
后，爷爷又一步一步地下山以防滑
倒，头上的汗珠冒了一层又一层，打
湿了单薄的衣衫……

下山之后，爷爷又要赶紧背上
书包赶往学校。当时的学校，没有
高大雄伟的教学楼，没有宽阔的操
场，也没有明亮雪白的教室，甚至连
桌子都配不齐。爷爷和其他孩子的
双手冻得发紫，但他们仍然专心致
志地听老师讲课，并没有喊苦喊累。

放学后，爷爷背着书包回家。
回到家后，他还要先拿着柴刀去山
上砍柴，往往一忙就是一个多小时。

吃完饭后，爷爷因为家里没电
灯，只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苦读。
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爷爷
仍然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地坚
持学习，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法
医。

听完爷爷的童年经历，我想，爷
爷在那样的情况下都能专心致志地
读书，而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是多
么好：有吃有住，也不用去山上放
牛，不用砍柴。但我们学习时却经
常一心二用，甚至心不在焉，太不应
该了！所以，我要跟童年时的爷爷
学习，跟现在的爷爷学习，成为一个
爱生活，爱劳动，爱学习的好孩子！

晚报小记者
滑石小学90班 申光远
指导老师 彭辉 聂岸叶

爷爷的童年

新学期的第一篇课文，是朱自
清先生的《春》。他描写了春天的许
多场景，而我最喜欢的，是描写雨的

《春雨图》。
我喜欢雨。每次下雨过后，空

气都异常清新。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了。我
爱听雨，都说它“润物细无声”，可我
听着那滴滴答答、似有若无的雨声，
就仿佛听到了它滋润每一寸泥土的
声音。我还喜欢闻雨，细雨那种独
特的潮湿气味，那种湿润泥土的清
香，都令我享受。

我喜欢雨夜，在亮着暖暖灯光
的房间里，看着外面狂风大作、暴雨
倾盆，我都会有种幸福感，家就是专
属于我的避风港。

朱自清先生写出了雨的另一种
感觉。那种朦胧里带着点点绿色，那
种若隐若现的生机，都让我感触颇
深。他写的雨夜，写出了宁静安详的
感觉，让我备感亲切，也让我兴奋。

晚报小记者
资江小学五年级231班

岳欣彤
指导老师 胡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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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周末，阳光明媚，我和妈妈、妹妹
一同到花鸟市场去买花。

进入花鸟市场，争奇斗艳的花儿
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球。“哇！你们快来
看呀，好多美丽的花！”我兴奋地喊
道。妈妈和妹妹听了迫不及待地跑过
来，一瞧：桃红的马蹄莲、玫红的大丽
花、淡紫的小丽花，还有金紫色的雏菊
……各式各样，娇艳欲滴，但最令我瞩
目的是丽格秋海棠。

丽格秋海棠是秋海棠的一种改良
品种，又名玫瑰海棠，花色丰富，花朵
亮丽，常见的有红、橙、黄、白等等。我
最喜欢的是粉红色的丽格秋海棠。它
的花瓣呈扇形，层层重叠，大的花朵好
似月季、山茶、玫瑰等名花姿色，小的
一个个花苞就像一个个小贝壳。叶片
呈不对称心形，边缘有锯齿，根茎粗
大，肉质多汁，茎、叶上布满了细细的
绒毛，摸上去十分舒服。妈妈见我爱
不释手，便微笑地对我说：“那我们把
它买回家吧！”我听了，心花怒放！妹
妹也趁机让妈妈买下了自己心怡的含
羞草。

最后，我和妹妹满载而归，我想我
一定要把它养在窗台前，精心地为它
浇水，努力让它成为我家的一道风景。

晚报小记者
向阳小学三年级172班 邓泽琦
指导老师 吴 艳

海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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