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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与爱永不老去，即便
放弃怒马鲜衣，也会披荆斩棘。

——题记
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风

不躁，听蝉不烦；少年就是少
年 ，他 们 活 泼 开 朗 ，正 直 勇
敢。他们不顾一切地坚持自
己的美好梦想，他们在需要的
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是他们，在热爱的土地上坚
守；是他们，在平凡的世界里
闪闪发光！

少年是有理想的，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那位高分
报考北大考古系的女生，引发
了众多网络热议。“这么冷门
的专业，以后赚的钱肯定少！”

“有这成绩还不如学金融专
业！”“一个女生，偏偏要选男
人的专业！”……在网友七嘴
八舌甚至略带嘲讽的言论中，
这位女生依旧义无反顾地迈
进考古系的大门。我想，世人
可能遗忘的是，少年就是少

年，他们没有市侩圆滑；少年
终究是少年，有一颗追寻青春
梦想而真诚炙热的心。

少年是有担当的，苟以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上次的非典，是你们 70 后 80
后保护我们，这次的新冠肺
炎，换我们来保护你们。”一大
批 90 后甚至 00 后医护人员，
纷纷穿上隔离服，在最艰难的
时候不分昼夜，坚守着救死扶
伤的初心和承诺。是少年，他
们不顾一切冲在最前线，用青
春的热泪和汗水，演绎了一个
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是
少年，这批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他们敢于不惜一切，甚至
牺牲生命，一路无所畏惧地披
荆斩棘。

少年是坚韧的，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
祖国的边境，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像雪松一样，用他们厚实
的身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

“金鸡”。离昭苏县不远的他
们，一个个黝黑健壮，脸上布
满被太阳晒伤的痕迹，让你很
难想象他们的平均午龄只有
22岁，最小的仅18岁。然而，
就是他们，坚守在祖国的最西
端，用自己的身躯铸就着钢铁
长城；就是他们，不在乎寒风
的吹袭和飞雪的扑打，用自己
的青春挥洒着崇高理想。

少年，是美好的代名词，
在新时代，他们的身影无处不
在。有的坐在教室里，为中华
之崛起而奋斗；有的在岗位
上，为中国梦挥洒青春汗水。
少年就是少年，头顶纯净的蓝
天，宛如初升的朝阳，如果你
也是少年，那请你珍惜青春，
用理想、责任和坚韧一起来编
织未来的梦想。

（指导老师：薛峰。昭苏
县第一中学系泰州市对口支
援学校，指导老师薛峰系我区
张甸中学教师。）

少 年
霍布尔 新疆伊犁州昭苏县第一中学高一（1）班

今天中午吃
了饭，我们到操
场上自由活动。
正在奔跑时，我
突然看见颜赵成

穿的毛衣竟然和我的一模一
样：整件衣服布满互相交错的
黑 白 条 纹 ，胸 前 织 着 卡 通 图
案，一只灰色的老鼠戴着黑色
的大墨镜，躺在沙滩椅上津津

有味地喝着饮料。我激动地
对颜赵成说：“我也有这件衣
服。”说完我拉开外套拉链，亮
出和他没有丝毫偏差的毛衣，
颜赵成惊讶地说：“看来，我们
的妈妈眼光差不多啊！”

时间就像飞奔的快马，一
眨眼就到了最后一堂课，英语
老师走了进来，说：“为了巩固
今天学习的单词，我们来做一

个小游戏，说到哪种颜色，有
这种颜色衣服的小朋友就站
起 来 。”当 报 到 White and
black 时，我和颜赵成不约而同
地站了起来。老师笑了笑说：

“你们看，沈立航和颜赵成衣
服 一 样 ，像 不 像 一 对 brother
呀？”教室里立刻哄堂大笑：

“双胞胎，他们是双胞胎！”搞
得我俩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今天多了个“双胞胎”兄
弟，下次我要问一问他：谁是
哥，谁是弟？

（指导老师 陆芳）

多了个兄弟
沈立航 姜堰第二实验小学康华校区三（3）班

新华书店协办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

无论是孩童，还是成人，对未知事物和土地都充满好奇，更有探索的欲望。
儿时，与小伙伴到村子附近的山洞探险，到野外去寻找传说的野鸡、野鸭；长大
后，探索的范围扩大，开始旅游，接触不同的风物人情。北大才子刘子超的《沿着
季风的方向》是关于南亚、东南亚的游记。其文字细腻，情感丰富而含蓄。他将
当地的历史、现实、人文、地理细致入微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一个旅行者视角，
深入街头巷尾、市井小民，却又以小见大，管窥到大地理、大历史。

推荐书目：《沿着季风的方向》 刘子超 著

推荐者：林华（姜堰区罗塘高级中学）

在 记 忆 的 沙 滩
上，许多过往就像一
行 行 深 浅 不 同 的 脚
印，岁月的潮水漫过，
就无影无踪。唯有那
件事，却像一块近水的
礁石，风里雨里都在。

那天我到古镇游
玩，正好看见一个吹
糖人的小铺子。我好
奇地走过去，店铺的
阿姨见到我，热情地
问：“小朋友，吹糖人
吗？”我点了点头。她
又接着问了一句：“小
朋友，你属什么？”“我
属兔。”我刚说完，阿
姨就拿出一块固体硬
糖放入锅中，硬糖慢
慢融化变成金黄色的
糖稀。阿姨告诉我，
这是做糖人的原料，
粘糖人、画糖画都靠
它。接着她拿起一根
木棍在锅中搅拌，几
分钟后糖稀就变成了
奶白色，并且微微有
些凝固。

阿姨把糖稀倒出
来 ，在 木 板 上 揉 搓 。
我轻轻碰了一下，呀，
可真烫呀！阿姨把糖
揉好了，挑出一半搓
成一个圆球，然后在
圆球上用吸管戳出一
个 小 洞 ，叫 我 用 力
吹。我鼓起腮帮子，

吹得满头大汗，可是
圆球儿纹丝不动。阿
姨笑着对我说：“一鼓
作气，只要吹动就成
功了。”我休息了一会
儿，吸了一大口气，捏
紧鼻子，使出全身力
气把气喷出去。奇迹
终于发生了，小糖球
慢慢臌胀起来。阿姨
在旁边为我鼓劲：“不
要 停 ，慢 慢 吹 ，坚 持
住。”我吹着吃，阿姨
捏捏这里，搓搓那里，
不停地帮我调整糖球
的形状。

突然，阿姨喊道：
“停！”我长舒了一口
气，真神奇，我的眼前
竟 然 有 了 一 只 小 兔
子，圆滚滚的身体，短
短的尾巴。阿姨把吸
管拿掉，从锅里取出
一些热乎乎的糖稀，
帮我的小兔子整容装
扮，贴上了耳朵，点上
了眼睛，做了个三瓣
嘴，用竹签子画了胡
须，还做了个短尾巴。

一个栩栩如生的
兔子糖人就做好了。
我 举 着 糖 人 眉 飞 色
舞，爸爸给我拍了张
照片。

到现在，这张照片
还留在我的相册里呢！
（指导老师 秦小燕）

我学会了吹糖人
薛思宸 姜堰区实验小学罗塘校区四（3）班

姜堰区教育局师德师风问题举报电话 88088503

外星人（沥粉画）

张嘉译 姜堰区蒋垛中心小学五（2）班
指导老师 孙菲菲

革命终会胜利！这是《红
岩》书中革命者的一致信仰。
为了这个信仰，纵然被敌人残
酷地折磨甚至献出生命，他们
依旧无怨无悔。

很多人都喜欢《红岩》，同
样这本书也是我最爱的名著
之一，它让我第一次领悟了信
仰的伟大力量。

在我以前的认识中，信仰
的 具 体 意 思 总 是 模 模 糊 糊
的。读完《红岩》后，我对信仰
有了较清晰的理解。书中让
我印象最深的人物就是江姐，
为了从这位重要的共产党员
口中套出有关地下党的重要

机密，特务们把又粗又长的竹
签钉入她的指甲缝间。一次
又一次的酷刑，一阵又一阵的
刺骨钻心的疼痛，但她始终咬
紧牙关，没有丝毫动摇。她的
坚强令我佩服，她的不屈令我
震撼。我常想，自己能经受得
住这样的折磨吗？

反复阅读这些章节后，我
慢慢领悟到生命中就应该有
信仰。信仰是一个人在面对
困 难 时 永 不 言 弃 的 精 神 支
柱。有了信仰，再大的困难就
有了坚持到底的理由；有了信
仰，再大的痛苦就有了坦然面
对的勇气。我终于明白：是信

仰支撑着革命者成为英雄！
作为小学生的我，也应该

有自己的信仰。跟书中的革
命者相比，我深深地惭愧。平
时学习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
时，我便想到放下或者回避，
根本就没有坚强的意志去克
服它们战胜它们。如今面对
红岩英雄的精神遗产时，我终
于明白：将来的人生路，越是
铺 满 荆 棘 ，就 越 要 勇 敢 地 前
进；越是困难，就越要坚定不
移地克服。

信仰犹如一盏明灯，照亮
着前进的方向。

（指导老师 奚海霞）

信仰的力量
——读《红岩》有感

于舒桐 姜堰区南苑学校六（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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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生来都是一样的，
犹如一块白板，只是有的人敢
于绘画，白板就会变得五彩斑
斓。白板并非空无一物，“拼”是
底色，勇于拼，敢于闯，才会为我
们的人生描绘出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线。

人生下来是无知，“孰能无
惑”，所以我们要不断学习。作
为中学生的我们，首要任务当然
是学习，学习并不是只为工作为
生活，更在于能够使自己博学，
人生精彩。学习的道路是坎坷
的，就像登山，越往上越显得吃
力，有时候力不从心，真想放弃，
但山顶的风景就在那儿，你不
拼，哪怕登得再高，你终究枉费
力气；又像滑雪，在高低起伏的
滑道上，你也许会心惊胆战，但
是你停不下来，只能一往无前，
因为你的停留，可能会摔得很
惨。学习很苦，但你没有退路，

只能勇往直前，直到达成理想的
目标。

你不要只看到学习的苦，其
实学习的快乐也是无穷的。当
你做完一道很难的数学应用题，
当你写出一段精彩的英语作文
续写，当你的习作被老师作为范
作在班上大声朗读，当你的化学
实验获得了成功，你难道不快乐
吗？你的成就感会占据你的心
胸，你就会更加精神饱满、信心
满怀地迎接新的胜利。

自己的人生是拼出来的，爱
拼才会赢。不少著名企业家都
是靠“拼”，闯出了一番天地。而
有的人只会安于现状，只想安安
稳稳地度过一生，吃饱喝足足
矣！有时候，此类人心里难免会
有羡慕旁人的想法，因而又会摆
出一副“努力”的样子，可是他们

“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又恢复了
原状。这就是所谓的三分钟热

度吧。
我们还需要有敢闯、敢为人

先的勇气。就拿改革开放来说，
当初我国也是硬着头皮，敢于一
试，开放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
区，接纳外国市场，才有如今中
国的繁荣昌盛。习近平总书记
在今年十月提出“必须坚持发展
是硬道理，坚持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
围”的指导思想，意在强国，也意
在指导我们青年人要敢于拼搏。

我们作为中学生，更应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争做新时代的先
行者，在扬帆远航的路上，乘风
破浪，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属
于自己的道路。

孔子云“绘事后素”，敢于拼
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人生；敢于

“绘”，才会在人生的白板上绘出
一副五彩斑斓的画作。

（指导老师 孙善网）

拼
许志伟 姜堰区蒋垛中学高三（4）班

文 学 长 廊文 学 长 廊

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鲁迅称之为“小说史
上的一大变迁”。学术界一般认为，现存宋元话本主要有两大类，即小
说和讲史，而又以小说成就为高。宋元话本塑造市民形象的艺术成就
和白话文体的创立，对后来小说、戏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上课铃响了，朱老师
缓 步 走 上 讲 台 ：“ 同 学
们，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
一张画。”说着，他转身把
画贴在黑板上。啊，好帅
气的男孩儿！圆圆的脑
袋，明亮的黑眼睛，可爱
的小嘴。

突然眼尖的孙书洋
叫起来：“这个小男孩没
有鼻子！”顿时教室里沸
腾 了 。“ 对 ，没 有 鼻 子 ！
这节课我们就来玩个游
戏 —— 贴 鼻 子 。”接 着 ，
朱老师给我们讲了游戏
规则。

游戏开始了，我们争
先 恐 后 地 喊 着 ：“ 让 我
来！让我来！”朱老师点
了孔德山。他走到讲台
上，仔细观察了一番，又
拿着鼻子比划该贴在什
么位置。之后，他的双眼被蒙上了。只
见他一手拿着磁铁，一手拿着“鼻子”，慢
慢移到黑板前，举起右手。同学们大声
喊：“向上！”他右手向上移。“不对，向
左!”他右手向左。“再向下！”“再向右！”
班上炸开了锅，他六神无主，随便找了一
个位置贴上。全班哄堂大笑。他拿下手
帕一看，“鼻子”贴歪了，连他自己也傻乎
乎地笑了。

游戏继续进行。第二个上来的是孔
倩倩。她还算争气，但贴的位置还是不
理想。

最后一个上场的是我。在蒙双眼
之前，我用手在画上量了量，等蒙上双
眼，我很快找了个位置，毫不犹豫地将

“鼻子”贴了上去。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
掌来。当我拿掉手帕，惊喜地发现我把

“鼻子”贴得不偏不倚，小男孩似乎在朝
我笑呢！

游戏结束了，但同学们的欢笑声还在
教室里久久回荡。（指导老师 朱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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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世观花
陈安然 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八（18）班

美好生活（儿童画）

孙思彤 姜堰区溱潼实验小学六（1）班
指导老师 李如芳

菜花
菜花是很常见的，一般没有

什么观赏性。
然而菜花多，成了气候，也

是很壮观的。比如在兴化的千
垛，三四月份，能看见一望无际
的金黄。

其实，菜花是会到处长的。
长在田野并不奇怪，有些还会长
在河滩上。河滩上不长稻谷，不
发麦苗，只有菜花从这头一直开
到那头，蓬蓬勃勃、热热闹闹，像
极了一面花屏。

有的时候，菜花会开在更不
可思议的地方。城郊的菜花总一
茬一茬开在水泥路的旁边，瘦瘦
高高、营养不良的样子。一次，我
在外婆铺满地砖的小院里发现了

“一根”菜花，它在角落里，它还在
开花，花很皱巴，可依旧是开着。

菜花对于生命的执着，常常
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众志成城

也好，独自坚强也罢。
牡丹

前几日饭桌上，祖母告诉我
们老家的牡丹又开了。“有这么
大！”祖母敲着汤碗说。

牡丹长在祖屋院子里，父亲
二十多年前就栽下了，平日他甚
少回去，都是祖母料理。我们家
牡丹是一丛，因为祖母之前并不
熟悉牡丹，也像种庄稼似的，把它
们割过几次，所以就显得矮矮的。

父亲自己伺候牡丹，都弄死
了不少。种了几十年庄稼的祖
母是如何种好牡丹的，这个问题
实在令人费解。

这次清明回祖屋，我发现小
花园里不仅是牡丹，还有那些父
亲早年栽下的花草无一不被打
理得精精神神。几朵牡丹仰头
开在阳光下，紫的花瓣由浅入
深，掩映在墨绿的叶里，似乎专
为我们的到来而开放。

回头看看屋檐下的祖母，正
抿着没牙的嘴朝我们笑。牡丹
花谢花又开，又是一年清明。花
开依旧，只是那一年又一年守候
花开的人，已然老态。

柳花
我一直不知道柳树的花长

什么样，曾以为柳树不开花，又
怀疑柳絮就是柳树的花。

直到有一天走在沿河的小
路旁边，那里有许多柳树。忽然
我被父亲叫住了，他牵过一条柳
枝，告诉我柳树正在开花呢。

仔仔细细地看了，我才知道
柳树的花原来是绿色的，平淡无
奇，也没有花瓣。十四个年头，年
年都会有柳树的花期，我却至今
才在父亲的帮助下认识了柳花。

我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惭
愧。从小学就写起“柳枝如发
丝”，可又有几分真正了解柳树，
几次认认真真地与不同时节里的
柳树相识？我还是没有学会如何
好好地认真地感受生活。

有 多 少 人 知 晓 柳 树 会 开
花？有多少人见过柳树的花？

（指导老师 王晓玲）

姜城秋雨
钱思帆 姜堰区实验小学北街校区六（2）班

时光就如一把流沙，你紧握
双拳，它还是会从指缝间悄然溜
走。不知不觉间，一股暗香飘
过，姜城已是如诗如画的秋日。

清晨，当姜城一片寂静时，
绵绵的秋雨落向地面，“嘀嗒嘀
嗒”，仿佛是新一天的闹铃响起，

于是人们醒了，街道醒了，整个
姜城都醒了。

看北大街，一排排青砖黛瓦
的平房在朦胧的烟雨中立着，宛
如一幅水墨盎然的中国画。淅沥
沥的雨水从屋檐流下，滴落在路
牙旁的青苔上，青苔更绿了，给古

朴的巷道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而秋雨潇潇中的曲江楼，更

是别有一番韵味。若是说过去的
曲江楼既古老又沧桑，那今日的
曲江楼在秋雨的映衬下显得活力
十足。“嘀嗒嘀嗒”，曲江楼像是一
位老者在激动地诉说着什么，回
忆着过去的姜城往事，时不时地
发出感慨，感慨姜城的变化之大。

秋雨朦胧下的姜城，是一幅
有着无尽诗意的画卷，让人看不
厌，读不厌，品不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