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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中 处 处 都 是 课

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

们的老师。

那是一个星期天，阳

光明媚。我和妈妈在游乐

园里玩耍，我一会儿放风

筝，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

和弟弟打水仗，累得口干

舌燥，便恳求妈妈买雪糕。

我拿到雪糕了，迫不及待

地撕开雪糕包装纸，大口

吃起来。吃完了，不管三七

二十一，随手就将包装纸

扔到地上，尽情地享受着

雪糕给我带来的清凉。

忽然，一个小女孩出

现在我们的眼前。她拿着

一个空的牛奶盒，正左顾

右盼，寻找着垃圾箱。忽

然，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

着一个地方。我往那个方

向定睛一看，一个镶嵌着

大熊猫雕塑的垃圾箱在那

里，熊猫举起来的手臂像

是在和她招手。小女孩欢

快地朝垃圾箱跑去，把空

牛奶盒扔进去。可是小女

孩个子太矮，牛奶盒并没

有扔进去。小女孩又捡起

牛奶盒，左手握住熊猫手

臂，踮起脚尖，将牛奶盒稳

稳当当地丢进了垃圾箱。

垃圾箱发出“咚”的一声，

仿佛吃饱了一般。

看着小女孩满意地离

去，我的心好像装了铅一

样，变得十分沉重。我低下

头，看了看被我扔在地上

的包装纸。我的脸红了，立

马将它从地上捡了起来，

扔进了垃圾箱。每当我看

见同学将垃圾扔在地上

时，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

那个小女孩的身影。我就

会不声不响地将垃圾捡起

来，扔进垃圾箱。

有些时候，一些无声的

动作能看出一个人的素养。

（指 导 老 师 ：李 琼 花 

夏朝辉）

小“ 老 师 ”
大祥区第一实验学校 2004 班 胡晓萱

端午节的清晨，一阵阵粽

香把我从睡梦中拉了出来。我

光着脚丫跑进厨房，奶奶像变

魔术似地，端出香气四溢的粽

子。我解开棉绳，剥开粽叶，一

个“胖娃娃”便呈现在眼前，那

甜甜的蜜枣搭配上糯米的绵

软，让我“口水直流三千尺”。

我一口咬上去，香甜的味道在

口齿间漫开，让人忍不住想多

吃几个。

中午时分，火红的太阳挂

在天空，我们沿着小路往爷爷

家走。老远就看见爷爷家的木

门上斜插着翠绿的菖蒲，深绿

色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油亮

的光芒，如一把把利刃。我好奇地问原因，大人们笑

着说，这是祖传的“驱邪神器”。

我来到爷爷家，好奇地问道：“爷爷，我们过端午

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啊？”爷爷摸摸我的头，笑着说：

“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坏人给他泼脏水，可

他那颗爱国之心啊，比钢铁还坚硬，所以屈原就投江

自尽了。人们为了使屈原的身体不被鱼虾吃掉，就把

饭团扔进河里，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粽子。”我点点

头，对端午节的习俗有了更多的了解。

接着，我又来到厨房帮忙。看着满桌子的食材，

跃跃欲试。学着奶奶的样子，捏住两片粽叶轻轻一

卷，卷成带尖角的小船，然后把糯米放进去。本以为

做起来十分简单，却没想到米粒像调皮的孩子一样，

从缝隙里溜了出去。“别急，记住粽叶要叠成斜坡。”

奶奶轻声说道。听着奶奶的话语，第二次尝试的时候

我果然成功了。看着自己包的小粽子，虽然谈不上好

看，但是也不算丑。粽子包好后，奶奶将它们放进锅

中，我静静地等待着。

个把小时后，整个厨房弥漫着粽子的香味。丝丝

甜香飘散在空气中，使人心里也甜蜜蜜的。

整个端午节，我都沉浸在粽香之中。

（指导老师：杨艳云 赵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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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学生，我始终怀着一颗无私的

爱心，并坚定地相信他们的潜力。”隆回

县第二中学教师郑丽娟表示。

2013 年，郑丽娟毕业于长沙理工大

学，2015 年，通过招聘考试，到岩口镇大

观中学任教，又通过选调先后在隆回六

中和隆回二中工作，已担任班主任 9 年，

摸索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

“如同疼爱自己的孩子一般，我深深地

爱着每一位学生。”2015年，郑丽娟来到大

观中学，当时，这所位于农村的寄宿制学校

尚未配备饮水设备，夏冬季节，孩子们都只

能直接饮用自来水。郑丽娟便在每天晚上

等学生就寝后，拿出两个大桶，用烧水壶一

壶接一壶地烧开水，然后小心地倒入桶中，

让水自然冷却，作为学生的饮用水。

郑丽娟所带的班级中，有许多孩子是

农村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往往

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陪伴，导致他们在成长

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心理和情感上的困扰。

郑丽娟积极与家长沟通和联系，及时掌握

孩子们的成长状况，并给予必要的指导和

帮助。针对部分同学学习成绩不理想的情

况，郑丽娟成立了班级互助小组，采取一

帮一带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和

自信心。

隆回六中作为偏远山区的农村高

中，曾有部分班级学生有一半初中毕业

会考成绩在及格线以下，这些学生缺乏

学习目标和动力。郑丽娟就经常和学生

在思想上沟通与交流，找出励志的视频

与学习资料，在学生的心里种下一颗关

于未来、关于梦想的种子，转化为学生自

主学习的内驱力，激励学生进步。

任教以来，郑丽娟始终给予学生正

面的赞扬和鼓励。她能敏锐地发现每个

学生独特的闪光点，并及时给予表扬和

认可。丁同学成绩不是很拔尖，但郑丽娟

欣赏他乐观开朗的性格；刘同学是班上

的学习佼佼者，郑丽娟赞扬他的领导能

力。在郑丽娟的不断鼓励和指导下，很多

学生的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更重要的

是，他们变得更加开朗和自信，勇敢地追

求自己的梦想。

从教以来，郑丽娟先后被评为市优

秀指导老师、县优秀班主任。

用爱与信任铺就学子成长路
——记隆回县第二中学教师郑丽娟

邵阳日报通讯员 刘剑 李艳华

今天，坐在大厅中，我见到林生丽奶奶的那一

刻，她的和蔼可亲深深地感染了我。她用温柔语气和

我们分享了自己在面对经营困境时的坚守故事。

1973 年，19 岁的林生丽到武冈市大圳磨石岭当

知青，看到当地村民们住的是漏风的房，吃的是红

薯、土豆等杂粮。林生丽决定为困难群众“吃得饱”做

点实事。为积蓄创业“第一桶金”，她连续几年下广

州、深圳打工。1995 年 10 月，41 岁的林生丽筹足 2 万

元，在市区红旗路一个巷子内开起了凯阳餐馆。开业

后，林生丽不以营利为最大目标，而是制定了市场最

低价——早餐 2 元一碗粉面、午餐自助餐 5 元一人。

直到 2008 年，物价上涨，林生丽才不得不将自助中

餐提升至 6元一人。

来到互动环节，有同学不禁问：“林生丽奶奶，价

格这么低，你能赚到钱吗？”“有点点毛利，只要不亏

本，能保证员工工资就行了!”在林生丽奶奶看来，开

餐馆实现自己的初心比赚钱更重要。“价格如此低，

凯阳餐馆的食材质量有保障吗？”“放心，每天凌晨三

点我就起来炒菜、搞卫生，为顾客的食品安全做保

障。”“奶奶在北京领奖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一个

个问题如同雨后的春笋，不断冒出，林生丽奶奶并没

有感到不耐烦，而是一一回答。“刚开始我是充满骄

傲与自豪，但看到别人都比我做得好，我觉得我要更

加努力。”林生丽奶奶谦虚的回答让大家十分佩服。

林生丽奶奶以一碗低价却饱含“大爱”的粉面，

温暖市民的心。她是我生活中、学习上的指路标。

（指导老师：李哲 易风莹）

爱心餐馆暖人心
双清区志成学校 2007 班 李佳瑶

我 的 家 乡 是 个 会 变

魔术的画家，用四季当颜

料盘，在田野溪流间挥洒

出斑斓的色彩。不信？请

随我的笔尖去逛逛这三

处最特别的风景。

秋阳为稻田镀上金箔

时，这里就成了会唱歌的舞

台。沉甸甸的稻穗像害羞的

小姑娘，总低着头和风儿说

悄悄话。红嘴雀落在稻秆

上，翘着尾巴唱起清亮的歌

谣。我最爱在田埂上张开双

臂奔跑，稻浪便追着我的衣

角翻涌，扬起阵阵带着阳光

味道的金色涟漪。

穿 过 田 边 的 羊 肠 小

道，叮咚作响的小溪正等

着和你玩捉迷藏。清可见

底的水里，鱼群像流动的

丝带忽聚忽散。记得那次

我屏住呼吸，轻轻挪动套

着 雨 靴 的 脚—— 水 草 间

有条肥美的鲫鱼！猛地俯

身一扑，水花溅得满脸冰

凉，怀里却抱着条活蹦乱

跳的“战利品”。溪岸边的

野草莓从那时起，就一直

记得我欢呼雀跃的模样。

要说最神奇的，还数

村后那片翡翠竹林。春雨

过后，新笋顶着露珠破土，

像好奇宝宝张望着世界。

盛夏时节，竹叶在头顶织

成碧绿的穹顶，筛下细碎

的光斑在我掌心跳舞。最

妙的是起风时，整片竹林

化作巨大的绿竖琴，沙沙

声伴着竹子拔节的轻响，

奏出大自然的摇篮曲。

这 些 美 景 就 像 藏 在

我口袋里的糖果。每当想

起家乡的稻田、小溪和竹

林，我嘴角就会不自觉扬

起甜甜的弧度。原来最美

的画作不在美术馆，而在

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

（指导老师：彭志红）

家乡的调色盘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 孟辰轩

树先生总穿绿西装，

站得直直的，

头发被风梳乱啦。

树先生的胳膊好长好长，

天天举着绿手掌，

云朵路过都想和他握握手。

我把蒲公英种子，

偷偷别在他领口，

他低头看时，

小花就从袖口冒出来。

粉的紫的白的，

像打翻的糖罐，

蜜蜂来舔甜味，

蝴蝶来跳圆圈舞。

下雨时树先生撑开伞，

花瓣们躲在他脚边，

数着水珠往下滑，

滴答——

是春天在敲鼓吗？

等太阳把水珠晒成金项链，

小花们踮着脚尖往上爬，

挠得树先生咯咯笑，

叶子哗哗往下掉，

全是写给大地的，

会跳舞的信。

（指导老师：封亚利 邓晨曲）

树 先 生
双清区石桥小学 唐运佳

大家好，我是校园小导

游，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我的

校园——中河街小学。

踏入校门，青草的芬

芳便扑面而来。大片粗壮

的竹子映入眼帘，嫩绿的

竹叶交织在一起。竹林之

下，竹笋不甘示弱，一天长

几寸，一天长几寸，没过多

久，原本短小的它们便已

挺拔翠绿，充满生机。我们

禁不住吟诵：“新竹高于旧

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来到操场，脚下是大

片仿真“绿色草地”，仿佛

过几日就能绽放出娇艳

的花朵。操场边，高大威

武的樟树整齐排列，像整

装待发的战士，又似守护

校园的巨人，日夜守卫着

我们的校园。

沿着石阶而上，大片

樱花树跃入视野。樱花粉

嫩娇柔，簇拥在枝头，散发

着丝丝清香，甜美的气息

在校园里悠悠弥漫。翠绿

的叶子与粉嫩的樱花相互

映衬，更添几分美感。风儿

一吹，几片轻盈美丽的花

瓣落在我们的头上、脸上。

我们就当是樱花树在亲吻

我们面颊了……

穿过走廊，时而传来同

学们的欢声笑语与嬉闹声。

再往前走，便是几间安静的

教室，小朋友们正专心致志

地写作业，老师们也在认真

批改着课业。

天空是小鸟的家园，池

塘是小鱼的港湾，而中河街

小学，是我最爱的家。

我 深 深 眷 恋 着 我 的

小学——中河街小学。

( 指 导 老 师 ：龙 露 婷 

张璋)

校园小导游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 220 班 谢依依

今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我的生

日。

放学后，妈妈像往常一样来接我，不同的

是，她的笑容里藏着更多的秘密。我一蹦一跳

地跟妈妈讲述着学校的趣事，不知不觉来到饭

店门口。当我推开包厢的门，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和舅舅早已坐在那里，他们笑容满面地看着

我，眼里满是对我的关心与疼爱。桌上摆满了

我最爱吃的各色菜肴，它们金黄酥脆，散发着

诱人的香气，仿佛在向我招手。今天的我，仿佛

变成了小馋猫，一口气吃了 4 个鸡腿，还搭配了

两碗香喷喷的米饭。长辈们看着我，不约而同

地笑着说：“宝贝，你真的长大了，连吃饭都这

么让人开心。”

晚餐结束后，我们带着满满的幸福回到了

家。妈妈拉着我的手，温柔地说：“我家的小男

孩马上就要长成男子汉了，以后我们把开心的

事情记录下来。这样，一份快乐就会变成两份，

甚至更多。”说着，她从身后变出两本精美的日

记本，我兴奋地挑选了蓝色的那本。妈妈也选

了一本，我们要一起写日记，分享每天的喜怒

哀乐。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日子里，我

们手牵手，肩并肩，用文字记录下每一次欢笑，

每一次成长。

今天，我不仅收获了美味的大餐和家人的

祝福，还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本记录

快乐的日记本。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本

蓝色的日记本陪伴我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成为我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回忆。

（指导老师：姚伟铭 肖明）

特别的礼物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 2308 班 肖霄

5 月 29 日，邵东市金童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在表演文艺节目。“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

该市各小学 、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孩子们在欢歌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李世近 摄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绥宁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示范点携手绥宁同心圆

劳动教育基地，在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佘家村举办插秧、古法磨豆浆等亲子劳动体验活

动，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 孙芳华 莫季凤 苏小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