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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3 月 30 日，市林

业局联合邵阳日报社、市

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市

小记者协会，在邵阳日报

社共同举办了以“清除鸟

网，密织法网，让鸟儿自由

飞翔”为主题的 2025 年爱

鸟周主题活动。

每年 4 月 1 日至 7 日是

湖南省爱鸟周。作为雪峰山

脉“千年鸟道”关键节点，邵

阳正以法治密网守护候鸟

生命线。在候鸟迁徙季，我

市依托隆回、新邵等候鸟保

护站，联合公安和志愿组织

开展24小时巡护。

2025 年 ，我市将进一

步完善监测保护体系，新

建 2 个护鸟站 ，确保候鸟

安 全 迁 徙 。同 时 ，加 大 宣

传力度，落实举报奖励制

度 ，鼓 励 群 众 成 为“ 民 间

护 鸟 员 ”，激 发 全 民 参 与

热情，形成全民监督的良

好氛围。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与

市小记者协会签订合作协

议并举行授牌仪式，双方

正式结为“青少年生态道

德教育战略合作单位”。后

续双方将整合资源，为青

少年搭建更优质的生态教

育平台，通过开展系列生

态实践活动，让青少年亲

近自然、了解野生动植物。

同时，借助小记者的传播

力量，提升公众护鸟意识，

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到

“护飞行动”中来，共同为

守护生态家园贡献力量。

随后，小记者代表曾

骁霖上台，带领全体小记

者 宣 读《爱 鸟 护 鸟 承 诺

书》，孩子们用坚定的声音

表达了他们守护鸟类、保

护自然的决心。为让小记

者们更深入地了解鸟类知

识，活动特别设置了《鸟类

的奇妙世界，共同探索守

护自然的科学密码》课程。

课堂上，专家老师通过生

动的讲解和有奖问答等互

动形式，让小记者们认识

了各种鸟类，了解了鸟网

对鸟类的危害以及解救注

意事项，并为小记者们颁

发了“爱鸟护鸟小卫士”奖

状，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积极守护“蓝天精灵”。

此次活动，不仅增强

了青少年对鸟类保护的认

识和责任感，也为他们搭

建了一个亲近自然、了解

生态的平台。小记者们表

示，将把所学到的知识带

回家，与家人朋友分享，共

同成为鸟类保护的宣传者

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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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与市小记者协会签订合作协

议并举行授牌仪式，双方正式结为“青少年生态道德教育

战略合作单位”。           肖恬 摄

小记者获“爱鸟护鸟小卫士”奖状。    肖恬 摄

在这个寒假，我有幸参

与了小记者的活动。其中最

令我难以忘怀的，便是为陌

生人递送热牛奶的经历。

那是一个凛冽的冬日，

我和朋友们手捧着热腾腾

的牛奶，走上了街头，我们

的使命是为那些匆忙赶路

的 人 们 送 去 一 丝 暖 意 。起

初，我有些忐忑，毕竟这是

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主动接

近陌生人。然而，随着活动

的深入，我渐渐沉浸其中，

忘记了最初的紧张。

我注意到，一位老奶奶

在寒风中颤抖着等待公交

车。我带着微笑走近她，递上

那杯温暖的牛奶。老奶奶先

是惊讶地愣住了，随后脸上

绽放出惊喜的笑容，她接过

牛奶，连连道谢，还夸我是个

善良的好孩子。那一刻，我满

怀成就感和满足感。原来，一

个小小的举动，就能带给他

人如此巨大的温暖和喜悦。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继

续为更多的路人送去牛奶，

每一次的传递收获感激与笑

容。这些简单的互动，让我深

深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那份

真挚的温情与善意，真正理

解了什么叫“予人玫瑰，手有

余香”。

这个寒假，我不仅积累

了宝贵的写作经验，更学会

了如何去关爱他人，如何用

实际行动传递温暖。我明白

了，生活不仅仅是眼前的困

难与挑战，更有无数温馨动

人的瞬间等待我们去发现。

这次小记者的活动，让我受

益匪浅，将成为我人生旅途

上一段璀璨的回忆。

（指导老师：聂飞燕）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双清区东塔小学 226 班 许婉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 大 门 牙 旁 的 一 颗 牙 齿 松

了。这天感觉“晃”得厉害，还

隐隐作痛。

妈妈下班回家后，我央

求妈妈带我去医院拔牙。妈

妈急忙让我张开嘴，仔细检

查那颗松动的牙齿，还用手

轻轻摇了摇，说：“确实很松

了 ，还 是 等 牙 齿 自 己 脱 落

吧。”我不干，妈妈说带我去

医院。

可是没过一会，妈妈用

手机查询到了“儿童乳牙松

动 如 何 处 理 ”，突 然 笑 着 对

我说：“宝贝，妈妈帮你拔掉

这 颗 牙 齿 好 不 好 ？”妈 妈 还

让我看了那个视频，看完我

既紧张又兴奋，但还是点头

答应了。

只 见 妈 妈 取 出 一 条 细

线，在我那颗松动的牙齿上

绕 了 两 圈 ，接 着 数 着“ 一 、

二”，然后扯着线用力向下一

拉，那颗牙齿竟“脱口而出”。

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疼，倒是

出了一点血，漱漱口后便没

事了。

虽 然 现 在 说 话 有 点 漏

风 ，但 我 觉 得 妈 妈 真 厉 害 。

嗯，我也是很勇敢的！

（指导老师：裴晶）

拔 牙 齿
邵阳市资江学校 353 班 刘昕瑶

风 儿 拂 过 树 梢 ，它 不

知道新叶在长大；雨水滴

过大地，它不知道小草在

长 大 。但 我 知 道 ，那 一 瞬

间，我长大了。

“爸爸今天又要加班

吗？”刚放学回家的我，看

到厨房里的妈妈正忙着把

热 腾 腾 的 饭 菜 装 进 保 温

盆。“是的，爸爸今天晚上

有任务，不能回家了。”妈

妈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出

门。我连忙说道：“今天我

去吧，一会您还要哄妹妹

睡觉。”

冬天的夜晚来得格外早，街边的路灯忽

明忽暗，老槐树的影子张牙舞爪地趴在地上，

冷冽的寒风拼命地往衣领钻，耳边环绕着树

叶沙沙作响的声音，像在演奏着一首凄凉的

乐曲。狭长的小路上只有形单影只的我，我提

着饭盒的手心全是汗水。突然，一道黑影闪

过，像夜空中一朵零乱的浮云，我不自觉地后

退了几步，感觉空气都凝固了。我壮起胆子，

鼓足勇气，往黑影处看了看，啊！原来是一只

小花猫。惊魂未定的我不由自主加快了步伐，

暗暗地对自己说：“没事，不要怕！”

公安局的蓝牌子亮着暖光，值班室的玻

璃有雾气。我踮起脚尖往里看，爸爸正聚精

会神地在写着什么。“爸爸！”我轻轻地喊了

一句，爸爸无动于衷。我无奈地敲了敲玻璃，

爸爸这才抬起头来，看到我时先是一愣，接

着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随即又变得担忧起

来，钢笔也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怎么不是妈

妈来送饭？”爸爸接过饭盒的手掌是粗糙的，

眼神却是温柔的。“儿子，你吃饭了吗？路上

冷不冷？”爸爸关切地问道。我看着面前的爸

爸，他下巴的胡茬里藏着熬夜的疲惫，眼下

的青影比我的水彩颜料还浓，白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悄悄爬上了他的双鬓，我只觉得喉

咙一紧，眼眶也湿润了，心疼地说：“爸爸，我

吃过了，您快吃饭吧！”看着爸爸打开饭盒，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一刻，我懂得了成

长的意义。

回去的小路依旧漆黑，但我不再害怕。恍

惚间我好像看见爸爸警帽上的国徽，在夜色

里亮得像星星。    （指导老师：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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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至26日，双清区中河街小学举行“趣享运动，

筑梦童年”春季趣味运动会。  通讯员 张飘 摄

三月的资江浸润着柔润气息，新邵县

大新镇龙口溪中学的操场被晨光镀上一层

薄金。早读铃声未响，一位女教师已怀抱教

案穿过校园，脚步轻快地掠过湿润的水泥

地面，在琅琅书声中推开教室的门——这

是罗英扎根乡村教育的第五个春秋。

2019 年盛夏，罗英怀揣着教育理想，辗

转山路来到这所新邵县西北边陲的学校。

从此，每周一清晨背着行囊到校，周五暮色

中带着疲惫归家的候鸟式生活轨迹，便定

格成她的生活常态。

奔波于城乡之间的辛苦从未消磨罗英对

教育事业的热爱，相比崎岖的山路，更崎岖的

是脚下的教育路——面对基础薄弱的乡村学

生群体，其中大多是留守儿童，罗英的教学笔

记里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个孩子的特点。

为提高自己的专业教学水平，她翻遍

各类教学辅导书，向前辈和同事取经，不断

调整教学与管理方法。她会根据每个学生

的情况，花时间去做单独辅导，这样的教学

方法拉近了她和学生的距离，得到了学生

的信任。

“乡村教育不该只有课本。”她还利用

课余时间，带领学生们开垦荒地，种植蔬

菜，探索形式活泼的教学方法，将繁琐的知

识融入到生动有趣的游戏中，让枯燥的课

堂活泼化、趣味化，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学

习兴趣。

在罗英看来，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

者，更是孩子们心灵的呵护者，应该关心每

一个孩子的成长，用爱心和耐心浇灌着孩

子们幼小的心灵。

在罗英的班里，有位情况特殊的孩子，

父亲残疾，母亲患有精神疾病，这样的生活

环境让他性格内向，学习成绩也不理想。罗

英了解到情况后，经常找他谈心，给他辅导

功课，还为他添置学习用品。在老师的鼓励

和帮助下，这位学生逐渐变得开朗起来，学

习成绩也有了一定进步。而班上的其他孩

子努力学习，班级成绩名列前茅，多次获得

镇内第一名的荣誉。

她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曾获得镇优秀班主任、县优秀教师

等荣誉。面对荣誉，她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

态度。罗英说：“我只是做了一名人民教师

应该做的事情，孩子们健康成长，学有所

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资水不舍昼夜奔流向前，在乡村振兴

的时代图景里，罗英和千万乡村教育者一

样，用青春作笔、以爱心为墨，在乡村教育

的沃土上书写着希望的诗行。

以 爱 之 名 ，扎 根 乡 村 教 育
——记新邵县龙口溪中学教师罗英

杨 吉

最近，我们到大园古苗

寨 学 习 了 非 遗 传 承—— 竹

编。一根简单的竹子竟然能

“七十二变”，真是太神奇了！

竹编传承人姐姐教我们

做了竹编中比较简单的一种

——竹船。只见她先取出 8

根竹篾平放在桌面上，然后

把另外 6 根垂直放在这 8 根

上面。接着，让竹篾互相交

错，搭织成一个大型的“井”

字，她的手指像施了魔法，篾

条在她掌心乖巧地穿梭。编

织好以后，将其中两端往中

间靠拢，使它们成为一个船

状，并且用麻绳将它们缠绕

在一起，缠五六圈打好结。

不一会儿，一条精美的

竹编船就出现在了我们眼

前。我的目光立即被那条小

船吸引住了，它似乎有什么

魔力狠狠地咬住了我的眼

球。我心头痒痒的，迫不及待

想大展身手了，大家也跃跃

欲试。可真正上手编竹船时，

我才知道什么叫“眼睛会了

手不会”，我的手不怎么听使

唤，竹篾也总爱“打架”，不是

翘尾巴就是钻错洞。尤其一

抬眼看到同桌的进展好像十

分不错，更是急得直挠头。

传 承 人 姐 姐 似 乎 看 出

了我的焦急，笑着说：“做竹

编不能急，要有耐心，我来

教你。先压一，再挑二，就像

跳格子。”在这位善良姐姐

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的小竹

船终于编好了。看着这艘小

竹船，我的嘴角控制不住往

上翘。

多么漂亮的小竹船！

（指导老师：于小云 洪明江）

难 忘 的 竹 编
绥宁县长铺镇第三小学 洪艺淇

回锅肉，在众多“川味”中，无疑是最经

典的代表。它简单却不失考究，朴素却依旧

味美。

我和回锅肉的缘分实在是薄，只是小

时候在奶奶家时能常常吃到。

记得小时候，夏日的傍晚，便有回锅肉

的香气阵阵飘来——这就是晚饭开始的信

号!我撒开腿飞奔回家，洗完手开始美滋滋

地吃饭。

我曾向奶奶拜师学艺，却发现做回锅

肉很难。

首先，肉片的大小是要筷子夹起时会

不断抖动的。这就极其考验人的耐心和刀

法了。其次，肉片下锅“熬”，也就是爆炒。必

须将肉片熬至呈茶船状。辅料还得用郫县

豆瓣，那才对味！在熬肉时需不停地打去浮

沫。艳红的火舌舔着锅底，锅中咕嘟咕嘟直

冒泡，奶奶手把汤勺，又轻又慢地打去浮

沫，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这更是对耐

心的极致考验。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开吃了！

奶奶用素净的白瓷碗将回锅肉盛了上

来，肉皮韧，肥油脆，瘦肉香。我夹起一块肥

瘦相间的回锅肉放入口中，略加咀嚼，刚觉

肉香四溢，便立刻被鲜嫩的蒜苗和爽脆的

豇豆冲淡了油腻。嘴巴一刻不停地咀嚼着，

眼睛直盯着碗中的回锅肉，手持筷子再往

嘴里塞入一小团软硬适中、颗粒分明的米

饭……那滋味，都不能用唇齿留香来形容!

细细品来，才下舌尖，又上心头。这是

回锅肉的味道。是盐的味道、豆豉的味道，

是淳朴的味道、豪迈的味道，更是童年的味

道，家乡风土人情的味道。

（指导老师：赵娟）

回 锅 肉
邵阳市第七中学 2207 班 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