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进行时

44..与诗学大咖与诗学大咖面对面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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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5-86261719 邮箱 zbxsxz@163.com小记者A4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来到了太仓市图
书馆，参加“小记者与诗学大咖面对面”采
访活动。走进娄东大讲堂，我看见一位头
发花白、笑容和蔼的老人缓步走上讲台，他
就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
授。

莫教授幽默风趣的言语不时逗得同学
哈哈大笑。“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呢？”有
小记者提问。莫爷爷笑着回答：“那肯定是
李白和杜甫。宇宙有恒星和行星，可李白
和杜甫不一样，他们是诗歌宇宙中的双子
星座。他们是两颗恒星，相互绕着转，缺谁
也不行。”“那谁更优秀呢？”有小记者追
问。“给我两张选票吧！”莫砺锋爷爷说，“我
不能对不起那个落选的人。”

莫爷爷接着说：“其实，在我心中唐代
最伟大的诗人还是杜甫。”莫爷爷喜欢杜
甫，还有一个原因。“文革”期间暂停了高
考，莫爷爷他们都下乡劳动。在一个刮大
风的夜晚，莫爷爷突然被冻醒了，他抬头一
看，呀！茅屋顶被吹走了。那个晚上，莫爷
爷看着天上的星星，失眠了。一是冷，睡不
着；二是思念家人，为自己的前途感到迷
茫。辗转反侧时他仿佛听到了杜甫在墙角
吟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刹那间，
莫爷爷感觉自己和大诗人之间的距离被拉
近了，顿时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

采访环节到了，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了
提问的机会。“莫爷爷，大人都说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可我觉得背诗
有点难，您有什么诀窍吗？”莫爷爷说：“那
你就要多读多背。古代有位大文学家张
协，别人读几遍就能背出来的文章他读 15
遍还背不出来。可他没放弃，别人读 10
遍，他就读20遍、30遍，后来他成了大文学
家。”很多小记者边听边点头。“当然，你要
怀着一颗好学的心去背。”莫爷爷继续说，

“不能只为了完成作业才背诵唐诗，那样你
永远背不好。你们小孩子的记忆力正处于
巅峰状态，只要努力总会背下来的。”听了
莫爷爷的解答，我仿佛吃了颗“定心丸”，赶
紧说：“谢谢莫爷爷！”

太仓市实验小学四（4）班 邓博馨
（小记者证编号 J182424）

探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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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零距离
5 月 4 日上午，又到了参加小

记者活动的日子，今天活动的主题
是“传国学新六艺，做儒雅好少
年”。听着是不是有点古色古香、诗
书文雅的味道。果然，老师让我们

换上了汉服——大体是黑色的，衣
襟、袖口上有一抹红色的绸子，看起来

还真有古人的风采呢（左图：仿佛穿越到
古代和老师互动，小记者们多专注）。

老师告诉我们：“国学作为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髓，涵盖了国家治理、社会建设、
人际交往、修身养性等多方面的内容。‘六
艺’是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
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也是
古人成为君子需要修习的。今天，我们要
讲的是——数。”老师边说边给我们发了

一块橡皮雕刻砖，要求把它雕刻成七巧
板。我玩过七巧板，可没有做过啊！我先
认真地画出7块板的轮廓，再拿着刀小心
翼翼地刻。没想到摸起来质感柔滑细腻
的橡皮砖竟如此坚硬，我深吸一口气，耐
心地用刀在边上轻轻地刻了几下，磨去粗
糙的边缘，很快七巧板制作完成了。我用
七巧板拼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温顺可爱的
小猫、活泼开朗的小狗、狡猾奸诈的狐狸、
忠实憨厚的乌龟……一个个栩栩如生的
图案，让我沉醉其中，太有趣啦！学六艺
不仅让我们了解古代“数”学的奥秘，还能
修身养性，学做儒雅之人。

常州市朝阳桥小学六（3）班 任秋景
（小记者证编号 J173419）

指导老师 徐建芳

5月21日下午，苏州市评弹团的几位
评弹老师来到我们学校，让我们近距离欣
赏到了一场视听盛宴。一进入学校报告
厅，映入眼帘的是两把靠椅和一张小桌，
上面铺着干净整洁的梅花图案的装饰布。

看到两位穿着长衫、手拿三弦和琵琶
的老师入座，同学们在台下议论纷纷。台
上的评弹老师看着同学们疑惑地讨论着，
露出了和蔼的微笑，不慌不忙为大家一一
讲解，什么是评弹、评弹所需要的乐器，等
等。评弹老师还特意为同学们朗诵了苏
州话版的《枫桥夜泊》，苏州话很糯，老师
朗诵得也特别动听。虽然我们生长在苏
州，可讲苏州话的机会却越来越少。老师
们纯正的苏州话，让同学们听来十分亲
切。《游山塘》中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在

评弹老师绘声绘色的演绎下，仿佛就发生
在我们身边。两位老师又唱了一首《苏州
好风光》：“苏州六月荷花开，九月重阳，黄
菊花贡在中堂，十月芙蓉花开，十一月雪
花飞，十二月腊梅花黄……”这苏州四季
的风光让我不禁赞叹：家乡太美了！

“戏曲文化进校园”活动，让我们体会
到评弹的魅力，希望这门历史悠久的传统
曲艺能够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学好
苏州话，让这美妙的吴侬软语不失传。

苏州市吴中区车坊小学
三（2）班 李赵曜

（小记者证编号 J193377）
四（1）班 戴梦博

（小记者证编号 J182527）
指导老师 徐 辛

33..评弹来到我身边评弹来到我身边

5月4日，我们小记者采访了一位神秘
大咖。你瞧，他来了——身着中式大褂，颔
下飘着一绺花白胡子。他就是连云港市工
艺美术大师、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
纸）传承人——王维良老师，王老师擅长剪
纸、扎风筝、做灯笼，“艺龄”已有 40 多年
了。

没有过多的言语，更没有华丽的介绍，
王维良爷爷用行动向我们展示着剪纸的魅
力。“小时候，家里很穷，由于买不起纸，所
以我就用树叶当纸，拿着大人的剪刀，剪出
一个个可爱的图案。”王爷爷边剪纸边讲起
他小时候的故事：那时，一年才可以买一张
大白纸，剪出来的作品还常不如别人的漂
亮，但王爷爷并没有因为自己作品的不够
优秀而放弃对剪纸的热爱。当小伙伴都已
经剪成功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练习着。
原来，王爷爷的“艺术家”之路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如今的王爷爷拿起剪刀，行云流
水般的剪纸技艺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
禁发出阵阵惊叹，耳边也不时地传来，“太
厉害了！”……就在我们赞叹时，王爷爷结
束了手中的剪纸动作，举起来展示给我们
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杰”字，我们不
由地欢呼起来。“要想学会剪纸，首先要学
会如何折纸。”说着王爷爷拿出一沓彩纸，
随手几折，再看似随意地一剪，一颗五角星
就像变魔术般出现在他的掌心。我们照着
爷爷的样子，叠好纸，居然也剪出了一颗袖
珍版的“五角星”。

当“华杰创造未来”的剪纸作品展现在
我们眼前，活动也接近尾声。王爷爷的话
依旧萦绕耳畔，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干什
么事情，都要坚持，不可以半途而废！”

连云港市赣榆区华杰双语小学
四（10）班 王誉诺

（小记者证编号 J190250）
指导老师 樊雪枫
五（1）班 徐一平

（小记者证编号 J190264）
指导老师 王艺颖

22..见证见证剪纸的魅力剪纸的魅力

5月 11日，我们《关心下一代周报》小
记者来到涤尘茶社，跟着国家中级茶艺师
宋梅老师一起品茶香、学茶艺、习茶道。

刚踏入古色古香的茶社，就看见镂空
雕刻的桌上摆放着精致的茶具，有茶壶、茶
碗、茶碟等。茶碟上放着 4种颜色不同的
茶叶，根据颜色我对茶叶的种类已经有了
自己的判断。因为在我看的书籍里记载着
我国茶叶在清朝就出现了七大茶系：绿茶、
红茶、黄茶、黑茶、白茶、花茶、青茶。

不一会儿，身穿素雅茶道服的宋梅老
师从隔间走出来，她面带微笑欢迎我们，又
端起茶叶让我们先闻一闻 4 种茶叶的味
道，然后取出绿茶放入玻璃壶中，再倒入
85℃的热水。透过玻璃壶，看见龙井茶叶
在水面上漂来漂去，茶叶徐徐张开，一片、
两片、三四片……茶水的颜色由透明至浅
棕，香气慢慢地升腾起来。

在如宋瓷般清透的茶杯里斟上七分满
的茶，抿一小口，微苦。宋老师说：“初尝起
来会觉得苦，但细品时却能感受到清甜。”
于是我又抿了一小口，缓缓地咽入喉咙，确
实有一丝丝甜味。

终于轮到我亲自动手泡茶了。我学着
老师的样子，温杯、摇香、洗茶……蓦地，我
明白了我国历代文人墨客为何喜爱茶，先
苦后甜——这不正象征着我们艰苦朴素、
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吗？

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南校区
四（4）班 徐歆淼

（小记者证编号 J185175）
指导老师 曹淑英

55..品茶香品茶香 习茶道习茶道

“那不就是铁路吗！”一下车，就有小记者兴奋地大
叫起来。高大壮观的高铁桥架映入眼帘，乌黑的铁轨、
坚固的铁枕、整齐排列的电缆线架，这可是我们第一次
近距离观察铁路啊！

5月 5日下午，来自宝应县实验小学的《关心下一
代周报》小记者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连淮扬镇铁路宝
应站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工程现场参观、采访。

看过了站前广场效果图，我们前往施工现场。工
程师周叔叔拿着几顶安全帽走来，笑盈盈地递给我们
（右图：瞧，戴上安全帽的小记者们有模有样，像不像工
程师？）。我们和周叔叔一样，戴上了白色的安全帽，而
一同前往的老师们戴上了红色的安全帽。“我们这里的
工作人员戴着不同颜色的安全帽，分工也不一样，说句
玩笑话吧：‘黄的干，红的看，蓝的到处转，白的说了
算’。”他微微一笑，“意思是说，黄的负责具体施工，红
的监督，蓝的就在工地上四处察看保障安全……”听了
周叔叔的话，大家都不由得笑了起来。“现在就让我们
登上铁轨高架平台吧！”

“呀，铁路是水泥做的！”“错！还有铆钉和铁条
呢！”“呵呵，那叫铁枕吧！”……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开
起了“小会”。在明媚的阳光下，铁路蜿蜒曲折，穿过绿

色的麦田和蓝色的河流，最后消失在天地之间，真是神
龙见首不见尾啊！“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一位小记者
突然念出一句标语，我们这才发现一排醒目的红色标
语矗立在施工现场的两侧。

“周叔叔，您知道连淮扬镇铁路什么时候通车呢？”
“通车后，会给宝应带来哪些好处呢？”“一共花了多少
钱呢？”“请问在修建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我
们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使出采访“神功”，这
些问题一下子就打开了周叔叔的话匣子。

“铁路通车后会给老百姓带来哪些便利？铺设连
淮扬镇铁路有怎样的意义呢？”“你的问题很专业嘛！”
周叔叔夸赞道。“除了交通会更加方便以外，我们宝应
是莲藕之乡，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的荷园，带动
地方经济。意义嘛，当然是交通更加便利，给人们创造
更便捷的生活。”是呀，这是宝应人民千盼万盼的铁
路！这是多少工人的心血筑成的铁路！大家触景生
情，目光齐刷刷地凝视着这令人感慨万千的铁路……

“不久之后，宝应人民就能在家门口坐上高铁了！”周叔
叔激动地说道，“作为新一代的宝应学子，你们一定要
好好努力，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不辜负时代的使命！”

宝应县实验小学
六（11）班 沈鹏程（小记者证编号 J193939）
六（2）班 梁陈朗（小记者证编号 J182796）

指导老师 杨光剑

11..传习国学新六艺传习国学新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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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是时代少年先锋展风采的节日；过我们自己的节
日，就在于担当新时代少年先锋的使命。少年一寸追梦心，终生无
悔家国情。少年勇做时代追梦人，才能不负少年风采，不负青春韶
华，才永远不会有“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的怨叹。

本报今天报道的少年追梦人的追梦畅想，追梦的人生规划，追
梦的骄人成绩，追梦的热忱、意志和奋斗精神，是我们这一辈少年
追梦人的缩影。少年追梦人的追梦壮志和业绩，令人振奋，催人奋
进。习爷爷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坚信，时代的英雄必能出在
我们这一代。“撸起袖子加油干”，勇做时代追梦人。让我们用追梦
的行动把青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到人民的笑颜里，写进中国梦
的历史中。到时候，我们将无愧于2035年祖国的基本现代化，无
愧于本世纪中叶祖国走在世界现代化前列，因为这伟大事业中有
我们追梦的一份贡献。

接受课业辅导、学书法、学画画、读自己喜爱的图书
……每到周末或节假日，盐城市东河小学六（1）班张雨翔
都会带着读二年级的弟弟苏青杨，去盐城市亭湖区爱清
青少年校外辅导站“度假”。与其他校外辅导站不同的
是，爱清青少年校外辅导站里还有一个红色文化传播中
心，100 多平米的空间里收藏着 1.8 万余册红色书籍和
2000多件红色物件，来辅导站的同学们常常徜徉在“红
海”里，看展品、听故事，汲取着宝贵的精神财富。

走进红色文化传播中心，苏青杨感觉像是进入了“藏
宝阁”，每个藏品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一进门，左
右两边摆放着满满当当的红色书籍，橱窗里陈列着许多
战争年代战士们用过的武器和物品……在所有藏品中，
苏青杨印象最深的要数多得快要“溢出”展示柜的勋章
了。辅导站仇爱清爷爷告诉他，这些勋章是革命先辈拼
搏与奋斗的见证。想想自己平时获得一张校三好学生奖
状都要付出许多努力，苏青杨更感受到勋章的来之不

易。“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当珍惜现在的幸福生
活，不能辜负革命先辈们的付出，不辜负关爱我们的人。”

新四军战士用过的大刀与缴获的日军步枪吸引了
张雨翔的目光，“无论是在作战武器还是生活条件方
面，新四军都不如日军，但战士们凭借顽强的意志与
坚定的信念，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和他们相比，张雨
翔顿时觉得自己面对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爸爸离
家后，家庭的担子一下子都落在了妈妈的肩上，面对
拮据的生活，妈妈也会偷偷哭泣……以前，张雨翔也
曾沉迷网络以逃避现实，但现在他明白了只有努力学
习才能改变现状。端正学习态度后，张雨翔成绩突飞
猛进，他还常帮妈妈照顾外公，“我要积极面对生活中
的困难，成为妈妈的依靠、家里的‘顶梁柱’！”在得知
张雨翔家生活困难后，仇爱清爷爷每年都会帮兄弟俩
交学费，还给他们送来生活和学习用品。在点点滴滴
的关心中，张雨翔感觉生活中充满了温暖与希望。

辅导站里的红色“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藏宝阁”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凌正富

追梦新时代 英雄出少年
周毅之

本报记者 邓 园 周 琳 宁 靖 郭 瑞
通讯员 聂德勇 鲍 敏 陈洪焕 杨荣国 朱永强 戴春晓 赵月月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8日，省委书记娄勤俭给南京市花港第一小学少先队员回信，勉励他们把五彩斑
斓的“小梦想”汇入民族复兴“大梦想”。5月 29日上午，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文奇来到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阳光分

校，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快乐的节日”游园活动，参观了“红领巾梦想未来体验馆”和“红领巾寻访新中国伟大足迹”图片展。
在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上，郭文奇勉励孩子们从小在心灵里种下好奇心和想象力的种子，做一个勤奋好学的阳光少年；养

成开朗活泼、乐观向上的好性格，做一个快乐健康的阳光少年；学会分享、懂得感恩，做一个团结友爱的阳光少年。
在“快乐的节日”游园活动中，郭文奇伯伯和同学们一起感受活力与快乐；在“畅想未来”“寻访足迹”等活动展示中，郭伯伯为同

学的奇思妙想和勇于实践点赞。江阴市利港实验小学五（6）班的殷蓝昕说：“郭伯伯的勉励让我的梦想更有光芒，它一定会照亮我接
下来的研究之路！”

畅想并“创作”美好203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 2020 年到
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
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35 年，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同学们不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更动手

“DIY”出精彩生活！
一边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一边腾出手来

拿车票与身份证，在陌生的高铁站寻找对应
车次及车厢号……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让人
既熟悉又焦躁？一年前，南京市中山小学四
（1）班的蔡子艺着手研究这一曾困扰自己的
问题，并开发出“高铁站台排队候车引导系
统”。目前的成果是用电子屏代替了地标，
可蔡子艺仍不满足，“我的优化方案是旅客
通过扫二维码来确认车厢位置。”蔡子艺说：

“想到人们今后能更便捷地出行，我就充满
了信心！”听了蔡子艺的现场介绍，郭文奇伯
伯表示很期待这一优化方案真正投入使用，
这更激发了蔡子艺的研究热情。

为守护和改善家乡生态环境，从 2017
年起，江阴市利港实验小学少年科学院的同
学们多次深入芦苇丛、水源地观察蟛蜞。通
过观察探究，他们完成了《长江湿地利港段
蟛蜞生存环境的调查与研究及蟛蜞的保护
建议》。殷蓝昕觉得增设江边周边的垃圾箱
和提高居民环保意识尤为重要，五（7）班的
林政补充道：“我们要定期处理湿地垃圾。
改善家乡环境是我们送给自己及家乡最棒
的‘六一’礼物！”

通过转动挑梁让“蜡烛”上下移动，营造
出暖心欢快的氛围——这环保智能生日“蜡
烛”其实是南京市小西湖小学六（4）班周紫
博的乐高作品。“燃烧蜡烛会释放对人体有
害的铅、汞等物质。在感受幸福的同时，我
们也不能忘记环保！”周紫博通过设计程序、
搭建乐高模型来取代传统蜡烛，“未来我还
要用蓝牙将主机与‘蜡烛’分离，并设计出发
光模式的蜡烛，真正做到‘以假乱真’。”

红领巾寻访伟大足迹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少先
队建队70周年。全省各地的同学们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红领巾寻访新中国伟大足迹”
活动，他们感受新中国辉煌成就的同时，也
迸发出奋斗的动力。

70 年前的渡江战役，“渡江第一船”乘
风破浪，拉开了解放江阴的序幕；35年前，
第一船英雄船长王小弟爷爷亲率江阴初级
中学的同学们登上渡船体验当年情景，并创
建“渡江第一船”英雄中队。如今“渡江第一
船”英雄中队的同学们通过寻访，再次深入
了解这段历史。初二（7）班杭欣湉从中学到
了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与持续不断的奋进，

“我会铭记渡江战役的历史，勇于迎接挑战，
并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奉献青春！”

63 年、31 年、9 年——这是徐国英、刘
岚、彭洁莉这师徒三代辅导员参加少先队
工作的“工龄”，这些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少先队辅导

员彭洁莉说：“我们师徒三人有幸见证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先队的发展与成长，徐
老师对工作的投入，刘老师对少先队员的
亲切，都让我更加坚定要在少先队的工作
岗位上薪火传承、不断奋斗！”彭老师的

“誓言”在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四（1）班沈
澈的心中种下了小小梦想，“我要向三位
老师学习，永远系着红领巾并为它服务，
争取成为第四代辅导员。”

前不久，无锡市港下实验小学的同学们
来到家乡优秀民营企业红豆集团，聆听“一
带一路”中“红豆人”与西港特区的故事。四
（6）班夏子茜的父母就参与了西港特区建
设，这次寻访活动让夏子茜了解了父母工作
的意义，“我感受到父母的奉献、拼搏精神，
更感受到祖国的大国担当！”夏子茜说，“一
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
同时，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我长大后，也
要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争做新时代追梦人

以前的“六一”节，同学们更多想到的是
“礼物”“派对”，如今，小小少年怀揣梦想，奔
走在调查研究的路上。为让家乡、祖国变更
美，他们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汗水。

去年，常州市武进区星韵学校六（4）班
贺渝雅发现常州北站外黑车泛滥、出租车停
放不规范，影响了市民出行和市容环境。于
是，贺渝雅设计、投放问卷，采访旅客，她与
两位小伙伴合作撰写的《关于京沪高铁常州
北站交通布局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获得
江苏省红领巾“创未来”比赛一等奖。前不
久，贺渝雅被评为 2018 年全国优秀少先队
员，这让她更充满使命感，“我会继续努力，
让家乡和祖国‘颜值’更高。”

淮阴中学开明分校初一（6）班的傅茗媛
一直奔走在环保前线，小学时她与小伙伴们
一起进行洪泽区垃圾分类情况调查与研究，
最近还在班里成立环保小分队，到附近社区
宣传环保理念。利用实践中收获的“真知”，
傅茗媛制作环保 PPT 与同学们分享。现
在，班上每位同学都在座位边上放
置了垃圾袋并分类投放垃圾。
傅茗媛说：“垃圾是放错位置
的资源，如果合理处理，就
能获得环保与节约的‘双
赢’效果。”

从小学二年级起，
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
校中学部初二（9）班蔡
一泓就开始学习机器人
课程，从简单巡线到难度
较高的工程挑战赛，蔡一
泓越学越着迷。碰到总是

“不听话”的机器人，蔡一泓也

不气馁，他回到程序中耐心排查，还将程序
变成了“分段式”，“这样只要检查对应的程
序段落，就可以又快又准确地排除差错。”获
得 2018 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称号后，蔡一
泓更坚定了科技梦想，“我希望在 2019 年
Botball国际机器人大赛中，和队员一起向冠
军发起冲击！”

有娄勤俭书记的勉励与寄语，有郭文奇
部长的期许与祝福，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
小学四（1）班沈澈表示：“这让我感受到关怀
与幸福，也更明确了肩上的责任，我要积蓄
正能量，勇做新时代追梦人，争当高质量发
展小标兵！”

题图为郭文奇伯伯一行为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阳光分校的拔河“大力士”们加油鼓劲。

右上图为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阳光分校六年级
少先队员为一年级新入队的少先队员系上红领巾。

右下图为师徒三代辅导员带领新时代少先队员
行队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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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美好新时代
如皋市白蒲小学
三（5）班 费钦涵
指导老师 娄伟元

枯井救援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一（2）班 闫怀瑾
指导老师 郭如莹

一只小狐狸被困在了枯井
里，这时大象从井旁经过，小狐
狸赶紧发出求救声。

大象把长鼻子伸进井里，想
让狐狸沿着长鼻子爬上来。可
是就差一点点，狐狸够不着。大
象失望地收回了长鼻子。

狐狸伤心地趴在井底，这
时他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他飞
快地刨土，然后把泥土堆到一
起，很快就形成一个小土堆。
大象再次把长鼻子伸进井里，
狐狸站在小土堆上，奋力一跃，
抓住了大象的长鼻子。

狐狸得救了，大象说：“你
看我的鼻子都被你压弯了！”小
狐狸哈哈大笑：“可你的鼻子也
被我拉长了呀！”

后来，小狐狸和大象成了
一对好朋友。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们
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今，我们已经走进了一
个崭新的时代。

听爷爷说，他小时候生活
艰苦，吃不饱、穿不暖，榆树叶、
野菜，甚至是树皮都被拿来充
饥。衣服穿的是哥哥留下来
的，一件带补丁的衣服能穿上
十几年。

妈妈说，她的童年生活好
了许多，温饱基本不再是问题，
上学时还有了自行车。后来，
家里安装了固定电话，跟亲朋
好友联系也方便多了。

如今，我的生活是爷爷和
妈妈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高
楼大厦鳞次栉比，菜场、超市里
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许
多人家都有了小汽车，要是出
远门，还可以选择坐高铁或者
乘飞机；特别神奇的是几乎人
人都拥有了手机，上网、看电
视、发微信可方便啦！连购物
也只需要手指轻松一点，足不
出户，想要的东西就送上门了。

爷爷常说：“你们太幸运
啦，生活在了一个美好的时
代！”是啊，国强则民富。我们
生活在衣食住行都不用发愁的
时代，更要努力学习，为建设更
加美丽的祖国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