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个小男孩，他有着明亮的眼睛、细
长的眉毛、高高的鼻梁和一张小巧玲珑
的嘴巴，红润的小脸蛋像苹果。看上去，
整个人显得十分可爱。这个人就是我的
弟弟。

别看他还是个小婴儿，他的“本领”
可不少呢。一会儿朝你咯咯笑，笑起来
眼睛就像弯弯的月牙。一会儿又嚎啕大
哭起来，真让全家人捉摸不透。最令人
头疼的是，弟弟总是莫名其妙地在夜间

大声“歌唱”，常把我从美梦中惊醒过来，
真是让我烦恼不已！

妈妈总说，弟弟的到来给她带来了
肥胖、睡眠不足，以及阴晴不定的心情。
但我觉得，弟弟的到来给我们带来的更
多的还是快乐。每当我放学回到家的时
候，弟弟总笑眯眯地迎接我；每当我和他
一起玩的时候，弟弟总是会被我逗得手
舞足蹈！我们也会被他滑稽的模样逗得
开怀大笑。

弟弟的“本领”还有很多很多，他还
是每天早晨叫全家人起床的“小闹钟”，
嘴巴忙个不停的小话痨……

这就是我的弟弟，既活泼可爱又淘气
爱哭，既让人喜爱有加又让人苦恼不已。

爸爸妈妈说，弟弟是他们带给我的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2207班
刘若希
指导老师 刘柳君

最好的礼物

清晨，一缕阳光直射进窗户，像一
束亮闪闪的金线，不仅照亮了我的房
间，也照亮了我的心田。我赶紧从床上
跳下来，拉着妈妈和哥哥一起去紫薇公
园赏花。

几分钟后，妈妈把车停在紫薇山
下。推开车门，我迫不及待地朝山上跑
去。只见山上的紫薇树都被园艺工人
施了魔法，他们把紫薇树变成了形态各

异的动物，有正在悠闲吃草的山羊、有
在快乐奔跑的飞猪，还有一群老实看守
公园的老狗。它们身上开满了紫薇花，
远远望去，可爱极了！两条用紫薇树藤
条编织成的长龙昂首盘旋在紫薇山上，
开满了紫薇花，有红的、粉红的、白的、
玫瑰色的。它们竞相开放，你压着我，
我扛着你，开得那样热闹，不禁让我想
起了南宋王十朋《紫薇花》中的诗句：

“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是的，一小
朵一小朵紫薇花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
便成了一个花球，许多花球彼此相拥便
成了一棵树。花潮涌动，满树笑盈盈。
紫薇花虽没有月季妖娆的姿态，没有桂
花的浓郁香味，也没有牡丹的雍容华
贵，但它雅而不俗，淡淡的清香让人回
味无穷。

我愿做一朵紫薇花，听风低语，自
开自谢，绽放属于自己的那份执着和
美丽。

双清区东塔小学232班 夏艺菲
指导老师 封宇

紫 薇 花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外
婆送了我两只小黄鸡。

其中一只全身毛色金黄，翅
膀上带着黑条纹，就像穿了一件
豹纹马甲，配着那尖尖的嘴巴，
显得威武极了。另一只小黄鸡，
小小的“豆豆眼”，脚趾尖尖的，
特别锋利。它头上有黑色条纹，
像戴了一顶绅士帽一样。它们
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像是在聊
天又像是争吵。

我带着它们到操场上玩。
刚把它们放出来，两只小黄鸡就
迫不及待地四处奔跑。它们开
心地叫着，一会儿跑来跑去，一
会儿躺在草地上睡觉，别提多幸
福了。到饭点了，我不知道怎么
给它们准备食物。在外婆的帮
助下，我给小鸡的食盆里放入小
米和大米，并在旁边放上水，这
样小鸡的饮食问题就解决了。
小鸡争先恐后地啄着米，边吃边

发出“咕咕咕”的声音，像是对我
说：“谢谢你！”我看到小鸡欢快
的样子，终于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我看到鸡笼里
刚放进去的干草上都是小鸡拉
的粑粑。小鸡一边叽叽喳喳地
叫着，一边不停地来回跳着，我
想小鸡在里面肯定不舒服。正
当我不知道怎么办、急得满头
大汗的时候，外公过来帮我把
鸡笼放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
并换上新的干草，我这才放心
下来。

小鸡给我带来了欢乐，同
时我也感受到了一种责任，感
到养小动物的不容易。我要时
刻照顾好它们，不能只欣赏它
们的可爱，更要好好地照顾它
们长大。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213班
张翔奕
指导老师 申筑竹

小黄鸡

12 月初，我校少队部组织开展
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勇于担当”主题活动。其中，赵祯爷
爷讲述的抗战时期的故事让我记忆
深刻。

从赵爷爷讲述的故事中我了解
到，赵爷爷是东北人，他5岁的时候，
日本关东军来到了赵爷爷所在的屯
里，把屯里的东西都抢光了。日本
关东军还用刀刺伤了赵爷爷的大
腿。1942 年 7 月 31 日，可恶的日本
侵略者把新研发的毒药投入河中。
屯里只有这一条河，人们都靠着这
条河的水生活。赵爷爷的奶奶和哥
哥 ，就 是 因 为 喝 了 有 毒 的 水 而 死

的。对于日本侵略者，赵爷爷心中
怀着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仇恨，更是
民族的仇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了。
赵爷爷所在的屯里炸开了锅，群众欢
呼着，簇拥着。

听了赵爷爷的故事，我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
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从今天开
始，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成为
祖国的栋梁，为振兴中华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

双清区前进小学116班 陆熙晨
指导老师 王锦 朱玺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风是无色无味的，但它的颜色却
是丰富多彩的。

春天的风是绿色的。它吹绿了小
草，吹醒了柳芽，吹得小河的水欢腾、
小鱼儿活蹦乱跳，吹得大地树木生机
勃勃。春天的风儿吹绿了大地的每个
角落。

夏天的风是红色的。它把太阳公
公的身体吹得通红，使它发出万道光
芒；它把天空中的云吹得暖洋洋的，云
姑娘的脸蛋也是红红的；它把满池的
荷花吹得绯红绯红的，好像过年的灯

笼。它把夏天吹成一片红色的世界。
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它把稻谷吹

得沉甸甸的，吹得树叶像蝴蝶翩翩起舞，
吹得橘子黄黄的……秋天的风把大地吹
得金灿灿的。

冬天的风当然是白色的。它把大
地吹得一片雪白，乡间小路吹白了，小
河成了一条白色的带子。

风的颜色就是这么多姿多彩！
大祥区城南新渡小学2002班
刘梦可
指导老师 刘湘东 罗庆贵

风的颜色

在我的书屋里，有两个不同的书柜。
虽然书屋普普通通，但清晨或黄昏，我总爱
坐在书桌前，靠着阳台，迎着风，捧上一本
书，沉醉在书海中。我就像一条书虫，每天
在书中爬行，挖掘出无穷无尽的宝藏。

小时候，我认识的字少，总是用渴求
的目光，缠着妈妈给我讲故事。后来，我
认识的字渐渐多了起来，就学着自己读
书。我用小小的手指头点着书本上的汉
字，逐字逐句地读，一遍一遍地读。我慢
慢成长，终于，我能够独立阅读了。

在《格林童话》中，我与白雪公主一
起感受世界的冷暖和人心的善恶。在

《伊索寓言》中，我学习到了为人处事的
哲理。在神话故事中，我了解了中国的
历史。漂亮的书纸、优美的文字、精彩的
故事，它们装点了我的童年。

到了小学，我书屋里的书越来越
多。《淘气包马小跳》教会我勇敢、善良、
诚实、无私。《西游记》让我认识了孙悟空
如何从懵懂无知的小猴子，变成知道如
何处理问题、嫉恶如仇的齐天大圣。《论
语》告诫我学习要“温故而知新”。

读书是我的爱好。我的书屋就像一
个知识宝库，不断地给我提供精神粮
食。安静的书屋，书香弥漫。我乘着书
屋的风帆，朝着梦想飞驰前进。

北塔区北塔小学126班 蔡枫坪
指导老师 唐小芬 陆妮

书屋点亮梦想

一天晚上，小熊拿着它的切梦刀走
出了家门。

经过小松鼠家的时候，小熊听见
“扑”的声音。原来，是小松鼠的梦飘了
出来。耀眼的光辉笼罩着这个梦。小
熊拿起切梦刀，把小松鼠的梦切了一个
口。它往梦里看了看，发现小松鼠梦见
自己的花瓶打碎了。小熊赶紧把碎花
瓶拿走，往梦里放了一个新花瓶。原本
皱着眉头的小松鼠，又露出了笑容。

经过小鹿家的时候，小熊听见欢笑的
声音。这是小鹿的梦飘了出来。小熊好
奇地拿起切梦刀，把小鹿的梦切了一个
口，往里看了看。原来，小鹿梦见自己在
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草地上放着一块大
蛋糕，小鹿正开心地为自己过生日呢！小
熊放了一个花环在小鹿的梦里当礼物。

小熊经过小蜜蜂家的时候，它又听
见了“扑”的声音。原来，小蜜蜂的梦也
飘了出来。小熊拿起切梦刀，把小蜜蜂
的梦也切了一个小口。小蜜蜂的梦里
有一大罐蜂蜜，小熊被馋得口水直流。
于是，小熊在罐上写上了“送给小熊的
礼物”。可它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好，就
把一束鲜花放在了小蜜蜂的梦里。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212班 李沁如
指导老师 石羽君 申筑竹

小熊的切梦刀

我的妈妈在我很小时就生
病去世了，所以我对妈妈的印
象不深。从我记事起，都是奶
奶带着我。爸爸在外面打工，
一年都很少见到。不管我是生
病还是去外面玩，都是奶奶陪
着我。

我的奶奶很勤俭持家，她很
少买新衣服穿，穿来穿去总是那
么几件衣服。但是她把衣服都
洗得很干净，还有一点淡淡的肥
皂香味，我很喜欢闻，觉得那是
太阳的香味。奶奶很喜欢笑，她
笑起来的时候，脸上全是“大括
号”“小括号”，眼角堆满了“放射
线”。虽然每天放学回来就我和
奶奶两个人在家，但我一点不觉
得孤单。

奶奶会陪我一起下棋、写作
业，还经常买一些书回来给我
看，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

《一千零一夜》都有。每次我想
看电视时，她就把书拿出来说：

“看书好，书比电视好看。我陪
你一起看书。”奶奶连名字都写
得七歪八扭，我不知道她到底看
得懂书上的字吗？但她却看得

很认真。
奶奶喜欢跳广场舞，每天晚

上吃了饭会带着我一起去广场
跳半个小时。她总是乐呵呵地
对别人说：“我得自己身体好，才
能照顾好我孙子。”奶奶跳舞时
可认真了，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到
位，还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如果
我去你们学校做广播体操，会不
会得第一名？”

奶奶做的菜很好吃。每次
听到我跟院子里的小朋友夸口
说“我奶奶做菜天下第一”，奶奶
就会哈哈大笑，说：“那你以后出
去读书，就把奶奶带去给你做
菜。”别的爷爷奶奶听到就会开
玩笑说：“若愚奶奶，那你可得活
到一百岁啊，孙子带着你去读大
学。”这时，我奶奶就会非常开
心，笑得脸上的“放射线”就跟一
朵花一样。

我真的很希望我能考上大
学，带上奶奶一起去读大学。我
爱我的奶奶！
双清区短陂桥小学五（1）班
王若愚
指导老师 王佳 何熠

我的奶奶

柿子熟了 王松华 摄

看完《地道战》这部影片，我
深有感触。

《地道战》主要讲述了抗日
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老百姓们
和武工队利用地道战术与日本
侵略军斗智斗勇的故事。村民
们为了对付敌人的大扫荡，在村
子里各个角落挖了地道。日军
来的时候，发现村中不见任何村
民、牲畜以及生活物资，也没有
发现任何村民逃出村子的迹象，
所以他们就认定村民肯定是躲
到了什么地方。于是，日本侵略
军就派人仔细地搜查起来。可
是就算村民们的地道修得很隐
蔽，但经过日军的野蛮行动后，
地道入口还是被发现了。于是，
日军就在入口处灌水、放火、放
毒。后来，村民们对地道不足的
地方进行了改进，使得地道既能

防水、防火，又能防毒。有的地
道挖在灶台下，却通到屋外马
厩里。炕头也有地道，水井下
也挖有地道，敌人下来一个打
死一个，下来两个打死两个，真
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后，
武工队来了，帮助高家庄攻打
日本侵略者。通过“声东击西”
的攻打策略，村民和武工队终
于打败了日本鬼子，取得了这
场战争的胜利。

《地道战》这部电影告诉我
们，只要大家勤于思考，充分利
用各种资源和优势，并且团结一
心、齐心协力，就可以战胜艰难
险阻。
双清区高崇山中心完小1801班
岳俊鑫
指导老师
蒋慧君 周孝步

《地道战》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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