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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
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
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
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
的事情……”爷爷总爱唱这
首歌给我听，这是他小时候最
喜欢的歌。每当他唱起这首
歌，眼睛里总有闪闪的泪光。

但我听到这首歌时，我的
心里总是会蹦出许多的问题：

“那时候怎么会这么苦呀？冬
天只穿破烂的单衣裳？怎么可
能？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有
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了爷

爷，他便跟我讲起了他儿时的
故事……

爷爷说，那时生活真是
苦。小时候，家里很穷，连爷
爷一共有五个兄弟。爷爷是
老三，穿的都是破旧的衣
服，因为老二得穿老大的，
老三又穿老二的，从小到
大，爷爷都没穿过新衣服。
冬天只有一件单薄的破夹
袄，里面的棉絮硬邦邦的，
没有棉鞋也没有手套，小手
小脚冻得又红又肿。

“天哪！”我不禁失声叫了

起来，“这真是太不可想象了！”
在冬暖夏凉的空调间里生活的我
可真是太幸福了！我从不担心会
冻着，因为我有轻薄温暖的羽
绒服，有手感柔软的羊绒衫，
还有厚厚的雪地靴、小手套保
护着我的小手小脚……和爷爷
的生活比，我们现在天天都像
过年，总有漂亮的新衣服穿，
吃得饱穿得暖！唉，我们现在
的生活可真比爷爷那时候幸福
多了！我心里暗想。

爷爷说，当时不仅生活苦，
学习条件更苦！再冷的天，不论

刮风下雨，都要在天还没亮的时
候起床，因为要走整整两公里才
能到学校。学校里只有几间小矮
房作为教室，昏暗的教室里只有
小黑板和破旧的桌椅，其他什么
都没有。夏天教室热得像火炉，
虽然大家都热得汗流浃背，但每
个人都聚精会神……爷爷的话语
里充满了苦，但我却从他脸上洋
溢的笑容中看出了他对童年满满
的怀念。

我想，在这么艰苦的学习环
境中，还能这么认真听讲，真是
太不容易了！每天我乘车去学

校，风吹不着雨也淋不到；明亮
的教室里有崭新的桌椅、有趣的
课外书、宽大的电视，还有那给
我们带来凉爽的电风扇；宽敞的
绿茵场能任我们自由奔跑……
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美好，真
幸福，我真应该好好珍惜。

听完了爷爷讲的故事，我终
于明白了当时的苦！爷爷抱着我
说：“琪琪，你生活在新时代，
真幸福，要好好珍惜！”“嗯，我
会加油的，爷爷。”

（指导老师：鲈乡实验小学
越秀校区 陆静芳）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小记者 姚臻琪

□ 小记者活动 □

一到公园，同学们就像被放
飞的小鸟，迫不及待地冲下了
车。刚一下车，一股春天特有的
清香扑面而来，路边的野花露出
了笑脸，河边的柳树绽出了绿
芽，小草从泥土里伸出了脑袋，
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

阳光普照、微风徐徐，正是
放风筝的好天气。我拿了一个风
筝，高举线绳，边跑边放线，可
是我跑呀跑呀，跑了老远，风筝
还是拖在地上，怎么也飞不起
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停下
来，拿起风筝仔细研究，发现是
因为它的支撑杆有点长，起飞角
度怎么也不合适，所以总也飞不
起来。这我可没办法了，只好加
速奔跑，结果这个风筝好不容易
飞起来，却挂在了树上，结束了
它倒霉的飞行生涯。后来我和杨
鸣雨、蒋潘宇一起，三人合作放了
一个风筝，这次取得了圆满成功，
风筝飞得老高老高的。我们一会儿
放放线，一会儿收收线，一会儿迎
风前进，一会儿逆风后退，控制自
如，一直把六卷线绳都放完。风筝
飞得很高很高，像一只彩色的小
鸟，在蓝天中自由翱翔。

风筝放完后，同学们分成几
组，开始做野火饭。尽管老师给
我们细心讲解，我们还是不得要
领。首先，第一步工作是垒灶，
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很快就把
灶垒好了，但是马上发现了一个
大问题，没有留添柴口。咳！这
怎么生火。于是只得把灶台拆
除，重新垒灶。不一会儿，总算
把留了添柴口的灶垒好了。

然后开始烧饭，同学们把混
合了咸肉、青豆的米饭放进大锅
里，添好水，开始生火。突然又
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添柴口留
在了顺风一侧，所以火点着后，
烟顺着风势全从添柴口冒了出
来。这下，添柴就变成了一个艰
巨的任务，要屏住呼吸，冒着烟
火，把柴迅速填进灶里，否则就
会被烟熏得咳嗽不止，甚至泪流
满面。唉，我们这些粗心的小伙
伴呀！大家都不愿意去添柴，结
果可想而知，我们烧的野火饭有
点半生不熟。不过对于自己的劳
动成果，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
味，毕竟是大家不顾烟熏火燎，
齐心协力的成果。

（指导老师：吴江实验小学太
湖校区 倪雅静）

品味春天
小记者 曹奕凡

由于爸爸妈妈工作的原
因，我们离开了浙江老家来到
苏州生活，每年的清明节，爸
爸都会回老家给奶奶扫墓，对
于这难得的和奶奶见面的机
会，我也分外珍惜。

谈起我的奶奶，我总会格
外惆怅，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
地见过她。在我还未出生的时
候，奶奶就因为一场突如其来
的车祸去世了，她的离世对家
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大家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她当
时只有47岁，实在是太年轻
了。尽管家人对奶奶有太多的
不舍，但与奶奶阴阳两隔的事
实是无法改变的，家人只能在
一段段回忆中去寻找奶奶旧日
的身影，我也只能在大人的交
谈中描画出她的音容笑貌。

奶奶，为什么我们的缘分
是这样的浅，被一抔黄土就轻
易地分隔开了。每天上下学的
时候，我看见别的同学都有奶
奶接送，我羡慕不已，如果您
还活着的话，您肯定也会像别
人的奶奶一样对我嘘寒问暖。
当我犯错，妈妈会惩罚我，揍
我，我会想假如您在，也一定会
护我……奶奶，您知道吗？您素
未谋面的大孙子现在已经11
岁了，我的妹妹、您的小孙女也
已经3岁了，我们一直惦念着
您，相信您在天堂也一直守护、
保佑着我们。

如果可以，请您来到我的
梦中，让我们见一面吧！让我
也能体会奶奶的拥抱。

（指导老师：坛丘小学 计
冰菁）

我们一直惦念着您
小记者 刘浩宇

今晚回到家无意间一瞥，
竟发现春分已过，外面飘起的
丝丝细雨使我想起了“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一千古名句，我的思绪也随
之回到了去年清明随父母回江
西老家祭祖的那一刻……

在我家乡那个山清水秀的
小村子后面，是一座座连绵起
伏的山，而最中间那座似众星
拱月般的环形小山上，长眠着
我们村的先人们。

很多老坟由于年数已久，
连爷爷都记不清楚了，所以去
年清明父亲特意借来族谱查
阅。从族谱记载来看，我们原
先是从江西临川迁居于此的，
我村的开村鼻祖又是从山后的
另一个谢村迁居至此的。族谱
记录了当时全村的地形、风
貌，有文字、有地图，还有几
张清明上河图似的图纸，记录
了当时村中的繁华景象。族谱
全是用繁体字书写而成，我还
看到了著名史学家、清乾隆帝
师朱轼给我们族谱所作的序
言，原来我的祖先曾和朱轼是
姻亲。族谱还记载了每一位去
世的先人的生卒年月和安葬之
地，这对我们家族而言，真称

得上是至宝呀。
看过族谱之后，我穿着雨

靴，随着大人们一起爬上山。
山坡很陡，而且刚刚下过雨，
路上还是比较湿滑，爬起来很
辛苦，我拿着手里的花和亲手
折好的元宝等祭扫用品，随着
大人往前走，我们从山外往山
里走，一路清扫、祭拜过去。

只见几个大伯和父亲拿着
镰刀和锄头，每到一组坟边，
都要清理坟上的野草和小树
杈，父亲每到一处都会说“晚
辈回来给您挂清了”，而大伯
们则嘴里念着“去年生意做得
怎么样，希望祖先保佑全家顺
利、更加兴旺”之类，看着亲
人们在准备祭扫用品，我也把
花放在墓碑上，以表我的敬
意，心里想着这大概就是“家
祭无忘告乃翁”吧。

当然，我也品尝了清明时
节必不可少的清明糕、青团子、
艾饭等美食。特别是艾饭，家乡
有句老话，“清明前后吃艾饭，
一年四季不生病”。

窗外的小雨停了，我的思
绪却还留在祭祖的那一刻……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校
赵彧）

清明怀想
小记者 谢玺萱

□ 清明·思念 □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震泽，这
里碧水荡漾，桑林成荫，是一座
千年古镇。震泽有着深厚的蚕桑
文化，丝绸便成了它的标志。这
一次，我们“小蚕宝”记者团来
到吴江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园，开
启“寻访家乡蚕桑足迹”的活
动。

丝创园主要由缤纷馆和蚕丝
文化展示馆组成。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我们走进了缤纷馆的大
门，一个大型创意作品——“融
合”吸引了我们。它以茧、丝、
帛、麻结合创作而成，构建了震
泽的文化与美，展现了古镇包
容、圆通的内涵。缤纷馆里还展
示着用苏绣、宋锦、缂丝等丝绸
技艺制做的精美艺术品。其中，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把双面绣的
扇子，从正面看，是一只可爱的

金丝猴，绕到背后却变成了一只
雪白的哈巴狗，真是栩栩如生，
太神奇了！

离开缤纷馆，我们又来到了
蚕丝文化展示馆，这里展现了蚕
丝文化与震泽之间的紧密联系，
为我们讲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
其中就有当代黄道婆——费达生
与震泽蚕丝的不解之缘。这里还
有许多有趣的创意蚕茧作品，一
盏盏白色的蚕茧灯，让我们看到
蚕宝宝破茧而出的过程。最令人
赞叹不已的就是由十二万颗蚕茧
制成的背景墙，上面用水墨勾绘
出了震泽古镇的美景，让作为震
泽人的我，感到十分自豪。

这一次寻访“蚕桑”之旅，
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啊！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郑湲）

寻访“蚕桑”之旅
小记者 施亦宸

《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这
本书已经是我第二次阅读了，但感
受与上次有些许不同！

这是一套温暖、明亮和充满了
正能量的儿童成长励志读本，它选
取了童话故事、寓言故事、名人励
志故事等三百余篇。其中有一则故
事《高尔基与书》让我记忆犹新。

故事主要讲了高尔基小时候在
一个庄园主家里做帮工，因为不小
心犯了一点小错误，却被庄园主打
得遍体鳞伤。医生帮他包扎后劝他
去法庭控告庄园主，但到了庄园主
家，他却提了一个小要求：如果你

愿意借我书看，我就不再提你这次打
我的事了。庄园主怕惹上官司，爽快
答应了。可小高尔基幸福读书的模样
又让庄园主看不顺眼了，就想方设法
阻挠小高尔基读书。于是，小高尔基
只能等别人睡下了，才悄悄地爬起来
苦读。就凭着这样的精神，高尔基最
终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

高尔基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扑在
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他
爱好读书的精神让我深感佩服！让我
们一起热爱读书，做一个有知识、有
学问的人吧！

（指导老师：青云小学 赵加春）

正能量的励志读本
——读《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有感

小记者 严祎希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书，叫《装满
阳光的梦》。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吃梦小妖吃了一个盲人小女孩的美梦，
小女孩醒来后大哭，因为她第一次梦见
太阳，小女孩的事情深深打动了吃梦小
妖，他决定帮小女孩找回光明。最后，
小女孩终于在吃梦小妖的帮助下找回了
光明。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勾起了
我的沉思。世界上有许多和故事中的盲
女一样的人，他们看不见金黄的太阳和
蔚蓝的大海、艳丽的花朵和青翠的草
地，他们双目失明，眼中只有无尽的黑
暗。他们没法像我们一样用双眼去感受

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无法自
理，过着艰难的生活，但是他们很坚强。
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自幼失明，但她
依然顽强学习，最后考上了大学，完成了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部著作；中国盲人
作曲家阿炳，他凭借着自己不屈不挠的精
神，最后创作出了《二泉映月》这部蜚声
乐坛的传世作品……在逆境面前，他们不
自暴自弃、向往光明，凭着自强不息的精
神，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我想，盲人都懂得播种希望，向往美好，
珍惜生活，努力奋斗。那健康的我们更应该
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去迎接那辉煌灿烂的
明天。 （指导老师：七都小学 叶建珍）

播种希望 向往美好
——读《装满阳光的梦》有感

小记者 孙宇轩

□ 阅读阅美 □

来到小溪边的空地上，
工作人员已经给我们准备好
了野炊需要的工具材料。我
们每个小组领了一套，各自
选了一个地方搭灶。女生洗
豌豆、淘米，男生留下来用
砖块搭灶。不一会儿，女生
回来了，男生也搭好了灶。
大家开始去找燃料，看到别
的小组拿到了很多木条，我
们也去拿了一捆过来。但是
发现一个问题：木条太长
了，烧起来很不方便。于是
我们想了各种方法来折断木
条。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终于把所有的木条都折成了
一小段一小段的。木条的问

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点火
了。

我们把折好的木条都放
在灶里，又找来一些枯枝，
放在木条的旁边。我用打火
机点燃枯枝，枯枝上升起了
一阵阵烟雾。看着越来越旺
的火势，大家绽开了笑容。
我们把锅子放在灶头上，一
切准备就绪，就等着上锅煮

饭了！我们组的“大力士”拎
来一桶水，把水倒进了锅子
里，盖上锅盖。过了一会儿，
水烧开了，淘好的米和豌豆纷
纷进入锅中。煮几分钟后，再
放入咸肉，然后用锅铲翻炒几
下，盖上锅盖，继续等……不
知不觉间，一股香味扑鼻而
来，老师让我们把火弄小一
些，焖一会儿。

米饭的香味越来越浓郁，
我觉得应该是饭好了。我们走
上前去，争着打开锅盖，一阵
热浪迎面扑来，夹带着米饭和
咸肉的香味。大家都探着头，
争前恐后地挤在一起望着锅
里。“饭好了！可以吃喽！”不
知道哪个喊了一句。我们都迫
不及待地拿碗盛饭，然后津津
有味地吃了起来。这碗野火饭
特别香，特别美味，不一会儿
就吃完了。

告别美丽的迷笛营，在回
校的路上，我还在回味着这愉
快的野炊活动。

（指导老师：平望实验小
学 蒋林芳）

愉快的野炊活动
小记者 郭武蔚济

冬天的脚步终于走远
了，春姑娘如约而至。我们
小记者一行在这春暖花开的
季节，乘坐大巴来到了七都
迷笛营，心情美好得像晴朗
的天气。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小河边，随风摇摆的垂柳已
是绿绿的一片；路边，形态
各异、颜色鲜艳的花儿竞相
开放；脚下，顽强的小草破
土而出，令我感受到无比旺
盛的生命力。

游玩了一会儿，我们开

始为期盼已久的野火饭做准
备。我们很快分好了组，组长
给每位组员分配任务，有人
捡干草，有人捡木柴，有人搬
砖头，有人洗米，有人洗菜，
有人洗锅……而我负责拎
水。当我把满满一大桶水拎

回来时，灶台还没有搭好，我们
主动帮忙搭了一个圆形的灶台，
中间留好了放柴的地方。我们在
锅里加上水，借用老师的打火机
点燃干草，然后再慢慢添加木柴
和干草，火终于烧旺了。

等水烧开了，我们把洗好

的米、豆子、肉一股脑儿倒了
进去，先是搅拌，等水少了就
不停地翻炒，锅里渐渐有了野
火饭的香味儿，看着自己动手
做的野火饭，大家都很有成就
感。风儿吹过，味道越来越香了，
大家都有点垂涎欲滴，迫不及待
地想吃了。饭终于做好了，虽然
有点糊，但我们每个人都吃了
一大碗，大家啧啧称赞，认为实
在是太好吃了。我感觉，这是我
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希望有机
会做给爸爸妈妈吃。
（指导老师：北门小学 周敏芳）

最好吃的一顿饭
小记者 蒋宇涵

春色 作者：盛泽小学目澜校区 夏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