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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眼间邵阳市大邵公益
志愿者联合会已经走过十年的风风雨
雨。作为这个温暖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有
幸见证了它的诞生、成长与蓬勃发展。十
年来，我与“大邵公益”共同成长，用青春
和汗水书写了一段段难忘的公益篇章。

2014年，大邵公益在一片欢声笑语
中宣告诞生。当时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我，
作为协会最年轻的志愿者，怀揣着满腔
热血，承担了成立大会主持人的职责。还
记得成立大会进行到途中，现场的收音
设备突然出现问题。为了确保大会顺利
进行，我自告奋勇上前用手举着话筒为
现场的设备收音，舞台下的观众纷纷对
我竖起大拇指。余光中，我看见一直站在
角落的父亲默默地对我点了点头。

自那以后，我与大邵公益结下了不
解之缘。学业之余，我积极投身各类志愿
活动，如到火车站当志愿者、在公园帮助
环卫工人清理垃圾等。当然，公益协会最
主要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困境家庭的学
子，给他们带去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与
支持。我参与了多次送温暖活动，为边远
地区的孩子们送去书籍、衣物和学习用

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几乎每年寒暑假，大邵公益的志愿
者们都会前往农村和山区，帮助爱心人士将慰问物资和助学金直
接转交到困境家庭学子手中。除了与爱心人士对接合作之外，我
也靠自己的微薄之力资助了数位困境家庭学子，帮助他们完成学
业，为他们的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

支教是我公益路上的重要一环。我曾前往邵阳各地的农村
和山区开展支教活动，与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为他们打
开知识的大门，点亮他们心中的梦想。在那些日子里，我看到了
孩子们眼中对知识的渴望，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公益的决心。

在我帮扶的孩子里，有两位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一位是家住在郊区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初次走访时我还是

初中生，他却已经在备战高考。即使家庭遭遇变故，生活条件艰
苦，他每天依旧刻苦学习。得知资助人是我后，他惊喜又意外，
拉着我讲了很多故事，还告诉我一些学习的技巧。我也和他倾
诉了生活中的烦恼，与他分享了一些快乐的事情。那一刻，并不
存在什么资助人和受助人之间给予与被给予的关系，我们相见
恨晚，如多年未见的老友畅所欲言。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分别
时，他依依不舍，但还是笑着送我们离开。他的脸上略带疲倦，
但他眼中闪烁着光芒。

另一位是住在城步偏远山区的妹妹，每次走访都要开车几
个小时。一次我去她所在的山区开展支教活动，接到通知之后
她立即报名参加了。由于支教场地离她家很远，我便每天早起
开车接她来上课，下午下课之后再送她回家。假期结束回到学
校后，我收到一封信，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居然是她写来的。
我拿着信仔细阅读，那幼稚的字体里面藏着真挚的感情，我甚
至可以想象到她写这封信时的心情。我把信纸折好，小心翼翼
地塞回信封，把它收好。这封信，不仅仅让我由衷感到开心，更
是激励我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动力。

十年来，我与大邵公益共同成长。我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
去帮助他人，也更加明白了作为一名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我
将继续我的公益之旅。我坚信，爱与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
传递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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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随着第一缕阳光照进窗户，熟睡
的大人们被唤醒。不久，村子里家家户户的
屋顶上便开始弥漫起了丝丝缕缕的炊烟。
随后大人们将自家的“兔崽子”从床上叫起，
催促其快速吃完早饭，然后便匆匆将其带至
村里唯一的大马路上等待校车。

不消片刻，一辆三轮车从村子里的小卖
部出发了。它慢慢悠悠地游荡着，游荡到了
村里的十字路口，游荡到了上学的孩子的身
边，游荡在通往知识和未来的道路上。我曾
搭乘过这辆三轮车。车在崎岖的山间土路
上慢慢悠悠地向前行驶着，一路摇晃着。它
晃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坡，一个又一个大弯，
一年又一年岁月。

摇着摇着，便摇到学校了。那时，学校
并不大，一栋泛黄的旧教学楼和一个小操场
便是它的全部。小小的、不时发出“咯吱咯
吱”声的红木课桌，摆满了每一间教室。老
师的数量是不多的，好在学生也并不是很
多。每日上完课，我就赶到校门口的黄泥路
尽头，搭上回家的三轮车，一日的“任务”就
这样完成了……

思绪轻轻飘回现实。我通过安检，背上
包，登上回家的高铁。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
坐下。窗外的景色快速后退。耳机里播放着
舒缓的音乐，我慢慢进入了梦乡。醒来时，车
已到站。熟悉的景致再次呈现在面前，我平
静地下了车。这次回家，我想好好看一下，看

看那条多次浮现在我梦中的路，在这么多年
过去后，是否已经截然不同了呢？

婉拒掉高铁站出站口拉客的一众的士
司机后，我坐上了回家的巴士。半晌过后，
我来到母校。原本的教学楼已然消失不
见。两栋以白色为主，间以红瓷装饰的崭新
教学楼屹立着。就连校门前那条尘土飞扬
的泥土路，也早已换上了深灰色的外衣，安
静又和蔼地躺在校门前。它指引着孩子们
走进校园，又牵引着学生们走出校园……琅
琅的读书声不时从校内飘出，飘至学校附近
的田野上，飘至远归游子的耳畔中。

越过学校，巴士依然平稳地行驶着。车
窗外的景色安静祥和，人间烟火气十足。不
多时，一路平稳行驶的巴士在路边停下了。
我定睛一看，原来已经到家了。

现在回头仔细想想，这条路其实很短，
不过区区5公里。可它也很长很长，它横跨
了我的整个童年，见证了一个个农村孩子的
成长。

梦中的路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糜子豪

我的座位紧邻窗户，每一
次呼吸，都仿佛能吸进窗外的
绿意。近来，阴雨连绵。抬眼
望去，虽无阳光直射，却总觉
光线在周遭轻盈跳跃，引人遐
想。目光不觉间便落在了桌
上堆积如山的习题集上，内心
顿时感到空荡荡的。

就在我沉思之际，目光掠
过书本扉页上的光斑，猛然抬
头，惊喜地发现窗外已是一片
光明！对面的教学楼，点缀着
几点微光。转瞬间，那光芒如
潮水般涌上墙面，变得愈发灿
烂夺目。阳光下的校园，美得
令人心醉。不仅是教学楼，每
一朵花、每一棵树、每一片草，
都沐浴在金色的光辉之中。
太阳似乎终于从长梦中苏醒，
带着几分慵懒，轻轻吐出一个
橘色的哈欠。随即，温暖便悄

然覆盖了整个世界。
窗外，微风轻拂，翠绿的

桂花树摇曳生姿，宛如绿色的
波浪在夕阳下欢腾嬉戏，画面
温馨而惬意。就在这绿浪之
巅，一抹鲜艳的红色跃然眼前
——那是办公楼顶高高飘扬
的五星红旗！那抹浓烈的红，
瞬间成为视觉的焦点，美得惊
心动魄，仿佛世间万物皆黯然
失色。“目光所及，皆是华夏；
五星闪耀，皆为信仰！”邻班语
文老师激昂的授课声随风飘
来。我的心中顿时涌动起一
股难以言喻的情感，信仰的轮
廓在那一刻变得清晰。

生于这片五星红旗下，无
论是低头沉思还是抬头仰望，
皆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们，
正是那些被光芒温柔拥抱的
孩子，何其幸运！

课间随笔
邵阳市第二中学 鄢嫣

这天，寒风“呼呼”地扎着人们的脸。纵
然身上穿着厚厚的衣服，我的心依旧很冷，
我的成绩从前五十名退步到了一百多名。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忽然看到一株光秃
秃的小树。它在寒风中摇晃着，似乎随时会
倒下。我叹了口气，转头回了家。

不出所料，一顿臭骂是少不了的。我的
眼睛在骂声中逐渐模糊，一滴滴眼泪掉落在
地。我跑进自己的房间，趴在书桌上大哭。
无意间，那棵树再次出现在眼前。我止住哭

泣，想着那棵摇摇欲坠的小树，我竟有了一
股坚持下去的动力——那小树都没有屈服
于寒风，我又怎能就此放弃呢？与其他同学
相比，我们同是寒窗苦读，我又怎能甘拜下
风呢？

我沉下心来，仔细思考失利的原因，开
始专门攻克自己的缺点。我买回习题，学习
不会之处，将薄弱之处加以巩固……寒假飞
逝，我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开学考。

考试前一天下午，乌云密布。当天晚

上，雷雨交加。我不禁开始担忧起了小
树：万一它被暴风雨吹断该怎么办？我十
分想出去，却只能在担忧中入睡。第二天
下楼时，我发现院内的一棵大树竟让大风
给吹倒了，心中的担心又重了一分。我三
步并作两步，飞快向小树奔去。它竟开出
了满树桃花！原来，寒冷和大风都没能杀
死它，反而使它更加蓬勃。走入考场，我
信心满满。

不久后，成绩出来，我竟然一举冲进了
前五十。大家都说，我考得好是因为努力。
可我知道，不仅是努力成就了这次的成绩，
更是失败给我的打击，使得我更加顽强，更
加有生机。

（指导老师：戴紫芬）

失败的力量
邵阳市五中494班 戴浩然

今年暑假，我和姐姐到长
沙姨妈家去玩。在家里待腻
了，表姐提议去爬岳麓山。可
是太热了，大家便一致同意晚
上去。

晚风拂过，路边的树轻轻
晃动着。和着鸣笛声，我和姨
妈、表姐、姐姐四人踏着余晖，
开始了“夜爬岳麓山”之旅。开
始，大家都兴致勃勃，背了许多
的水。我们沿小道一路向顶部
走去。三三两两的行人，走过我
们身边，有上山的，也有下山
的；有小跑的，也有慢行的。大
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时不
时停下，休息一下。

爬到半山腰时，太阳已经
下去了，只剩下天边还留有一

些微微的粉色。爬到这里，我
已经喝了整整两瓶水，肚子也
胀起来了。我抬头看了看山
顶，全是树。还有好远呢？我无
奈地嘟了嘟嘴。看到前方有一
条石椅，我小步跑过去，拍了
拍上面的灰，轻轻地坐了下
来。表姐看到我坐下，她也过
来，开始休息了。姐姐看到了，
开口说道：“你们俩累了吗？那
就先休息一会吧，我和姨妈先
走了，到时候你们再跟上来！”
我有气无力地应答了一下，随

即打开包，从里面拿出了一瓶
水，用力拧了拧，没开。我手一
摊，打算不喝了。突然，刚放下
的水被表姐拿了过去，她轻松
将瓶盖拧开了。我接过，喝了
一口。表姐笑着说：“快点吧，
等会就赶不上她们了！”我点
了点头，把水放入包中，跟上
了表姐的步伐。

天渐渐黑了下来，路灯也
亮了起来。“还有几步路就快到
了，加油啊！”姨妈在前面转过
身，对着我们说道。这次，我是

真的爬不动了，身上背着的包
也给了表姐。我扶着栏杆，走一
步歇一下，忍不住吐槽：“真是
服了，怎么这么远啊！”我停下，
按着腰，直起身子。表姐无奈地
摇了摇头，回道：“放心，不远
了，山顶风景可好了！”我不相
信，瘪了瘪嘴。

天越来越黑，我最后一点
力气也被榨干了，所幸，终于到
山顶了。我望着远处灯火通明
的街市，不禁感叹，多么繁华
啊！表姐过来，拍了拍我的肩
膀：“好看吧！”我点了点头，确
实好看：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
耀着，一排又一排的暖光灯点
亮了整个山顶。

（指导老师：张勇跃）

夜爬岳麓山
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220班 杨颖

活蹦乱跳的我不小心将裙
子撕破了一个洞，这可是“百搭
复古风”的棉麻裙，我的最爱。

见我沮丧的样子，妈妈二话
没说拿出针线，教我修补衣服。我
的妈呀，长到15岁我还没摸过针
呐。妈妈让我左手拿裙，右手拿针。
此刻，手中的针像千钧棒，怎么也
不听使唤。妈妈耐心教我如何拿
针，如何入针，如何挽线……我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裙子上的洞
缝成“蜘蛛网”。看到自己的“作
品”，就像吃了人参果一样舒畅。

在男耕女织的时代，女人
摘桑养蚕、种棉纺纱，穿针引

线、扎染刺绣……她们用双手
维系着家人的体面，同时也创
造了内涵丰富的“女红”文化。
女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孔雀东南飞》中

描写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
十四学裁衣”。《木兰辞》中写
道：“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寄托在一针一线之中。

母亲说，针线活要求身心
合一、高度专注，学习文化科学
知识也如同做针线活，只有全
神贯注，才能学好。

（指导老师：曾清华）

补衣服
邵阳市第五中学454班 杨偲涵

金 秋 曾晓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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