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101
号文荟大厦8楼
邮编：210036
电话（区号025）：

总编办 86261721
采编部 86261726

86261719
86261720

发行部 86261716
会计室 86261722

开户单位：关心下一代周报社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账号：10107601040007574
广告经营许可证：3200004020646
投稿信箱：zbzhyw@163.com
发行信箱：jlb2007gy@126.com
发行咨询：025-86261710
全年定价：15元

娃娃练笔
妈妈，我想对你说
宿迁市宿豫区文昌小学

三（5）班 卓启诺
指导老师 郑海燕

我长出尾巴了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四（3）班 李仲洋
指导老师 付秀娟

妈妈，我想对你说
你是我的太阳
每天都是你做好早餐
叫我起床

妈妈，我想对你说
你是我的月亮
每天都是你讲着故事
伴我进入梦乡

妈妈，我想对你说
我要快快长大
长大了，我要成为
你的太阳、月亮

周末，我到动物园游玩，一
不小心被猴子咬了一口，心里
很是郁闷。第二天刚起床，我
就感觉屁股上怪怪的、痒痒
的。一摸，天哪！这是什么？
细细长长的，摸起来还毛茸茸
的！这、这……这是——尾
巴！我大叫起来。爸妈冲进房
间一看，也傻眼了。

我决定把尾巴剪断。刚剪
一下，就疼得我汗毛直竖，眼泪
都要出来了。我强忍着，再来
一下。天呢！牙齿被我咬得

“咯咯”响，受不了了！我急得
大哭，把剪刀扔出老远。这可
怎么上学啊？

果然，来到学校，每个人见
到我都要评论一下，还不时乐
上几声。第一节是数学课，我
端坐着听课，尾巴被压得生
疼。稍稍移移屁股，就被数学
老师发现了。“李仲洋，你凳子
上长钉子了？”还没等我反应过
来，不知道是谁扯着嗓子喊：

“老师，不是，是他长尾巴了！”
全班哄堂大笑。

尴尬还不止这些，排队时
尾巴被后面的同学踩到，跳绳
时尾巴和绳子缠在了一起……
这一天，真是糟糕透顶。

放学回到家，我终于忍不
住“哇哇”大哭起来……

“洋洋，洋洋！”妈妈使劲摇
着我，“怎么了？怎么了？”我一
睁眼，原来是梦啊！我赶紧摸
摸屁股，正常得不得了。“哈哈，
我没长尾巴！我没长尾巴！”我
释怀大笑。 每 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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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才曾说：“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会一直守到守不
动为止。”他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如今家乡的孩子决
心继承英雄的遗志，在新的时代守住自己心中的国、心中的
岛！

连云港市苍梧小学五（2）班的陆桐从王爷爷身上学到
了坚持的力量。“学钢琴时我最怕背钢琴曲谱，那么长的谱
子看着就头疼，每次都想偷懒不背。可想到王爷爷32年里
每天都要坚持升旗、巡岛，看似平凡的小事成就了一位时代
的英雄。这说明做任何事都要坚持，我决心改掉偷懒的毛
病，改变就从背曲谱开始。”

“王爷爷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责，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成绩。”灌南县新安镇中心小学六
（6）班殷浩元说：“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我们的职责就是
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合格人才，这是对王
爷爷精神最好的继承。”这个学期，殷
浩元给自己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
目标，争取在现在的学习

“岗位”上取得更好的
成绩。

本报记者 李 彤 毛占海 通讯员 武宜生 葛丽娟 王永登 殷培华 庞玉玲

4月12日，连云港市“传承爱国精神，争做‘三有’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灌云县九年制实验学校举
行。连云港市关工委和各区县关工委领导以及灌云县中小学的400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中，守岛英雄王继才的名字频频被师生们呼唤。他的故事在祖国大地广泛流传，他的精神感动着家乡的
万千学子。

王继才的老伴王仕花也来到了活动现场，与王继才一同守岛32年的她再一次给同学们讲起他们夫妇俩的守岛故
事。虽然这些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王奶奶的亲口讲述，又将同学们带回到那段平凡又光荣的守岛岁月。

▲讲述英雄故事，坚守铸就的传奇
一个平凡的小岛，一个平凡的人，在 32年日复一日的

坚守中，成就了不平凡的业绩。这故事让家乡的中小学生
心灵为之震撼，故事中那些感人的细节，深深印在同学们的
心中，成为永远的传奇。

开山岛的与世隔绝和荒凉让连云港市苍梧小学五（2）
班的于皓喆难以想象，“开山岛离陆地有12海里，岛上没有
电和水，我可能连一天都呆不下去。”从王奶奶口中再次重
温王爷爷王奶奶的守岛岁月，于皓喆心里充满钦佩之情：

“王奶奶在岛上生孩子时，医生因风浪上不了岛，王爷爷只
好用步话机询问医生接生方法，自己给妻子做接生，太不可
思议了！”

让灌南县新安镇中心小学五（5）班的程诗雨难忘的是
一段绳子的故事：“开山岛常年风大浪大，如果遇到风雨交
加的天气，人甚至站都站不稳。有一次王爷爷就被风吹得
从高处跌落，差点掉到海里，还摔断了肋骨。即使这样，王
爷爷还是继续巡岛，哪怕风雨交加的夜晚也要坚持。王奶
奶不放心，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根绳子把两人拴在一起，
这样如果一个人被风吹进海里，另一个人就可以及时把他
拉上来。”在学校组织的学习王爷爷事迹的活动中，程诗雨
把这一细节画进了自己的手抄报上，她觉得：“这根绳子是
王爷爷王奶奶忠于职守、忠诚爱国的象征。”

“192”，这个数字被灌云县实验小学五（2）班的王子卬
牢牢记在了心中。那次在红领巾寻访活动中，他登上了开
山岛，听当时还健在的王爷爷讲述守岛故事。“王爷爷守岛
32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国旗升起。风吹日晒，国
旗褪色了，王爷爷就买一面新的换上。32年里共换了 192
面国旗，直到王爷爷牺牲，鲜红的五星红旗依然飘扬在开山
岛上。”现在，王子卬还时时想起开山岛上那面高高飘扬的
五星红旗。“王爷爷说，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升起国旗就是要
表明，这里是中国的土地。”

▲学习英雄精神，成为校园新时尚
“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没有意义，那是因为你没有认真去

做。”32年里，王继才的认真坚守让守岛成为一件最有意义
的事。爱国、敬业、奉献，他的精神力量让人折服，学习英雄
精神成为了校园最火的时尚。

▲继承英雄遗志，守住心中的“岛”

“传承爱国精神，争做‘三有’新人”，连云港市这一主题教育活
动立意深刻，激励爱国，入脑入心。少年朋友们在活动中立下誓
言：“王爷爷，我们会把‘岛’守下去！”这是对王继才爷爷的深切告
慰，也是对祖国母亲的赤诚誓言。

中华泱泱大国，历5000年而生生不息，经无数风雨坎坷而一
次次崛起振兴，就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炽热如火、坚强如钢的爱国
精神，就因为这种爱国精神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屈原爱国，“九死
未悔”；岳飞刺字，“精忠报国”；邓世昌为国，孤船冲向敌舰；黄继光

“保家卫国”，用胸膛挡住敌人枪口……英雄本色，是爱国；英雄壮
志，是报国；英雄向往，是强国。英雄芳名千古长存，爱国精神永远
传承。少年朋友们要在这样的主题教育中，传爱国之情，树强国之
愿，立报国之志，做一个一片赤诚献祖国的新时代接班人。

爱我中华 献我赤诚
易 之

王爷爷王爷爷，，我们会把我们会把““岛岛””守下去守下去

“王奶奶，能给我签个名吗？”活动现场，王仕花老人就
是同学们眼中的“大明星”，他们将王奶奶团团围住，请求合
影，索要签名。灌云县九年制实验学校八（8）班的朱建企拿
出自己制作的刻有“守岛英雄”字样的印章，敬献给了王奶
奶。“王继才爷爷守岛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感觉应该做点
什么，于是刻了这枚印章。”制作这枚印章她花了两个月时
间，前后刻坏了 5枚材料。今天能用印章向王奶奶表达敬
意，朱建企感到非常自豪。

在灌南县新安镇小学，每个班级都制作了有关守岛英
雄事迹的手抄报。五（4）班的汪美伦说：“制作手抄报的过
程中，同学们收集了许多王继才爷爷的事迹，相互之间还进
行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对王爷爷的崇敬之情，你只要看看
墙上那些同学亲手制作的手抄报就能感受到！”

王继才爷爷去世后，灌云县实验小学红领巾寻访小队
的同学们排演了舞台剧《永远的夫妻哨》，向全校师生生动
展现王继才爷爷的感人故事。他们在舞台上重现了红领巾
寻访小队访问开山岛并与王爷爷对话的场景，带领同学们
重温王爷爷朴实而又令人敬佩的话语。

灌南县扬州路实验学校七（6）班的于甜在假期里主动
参加志愿者活动，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帮助到更多的人，

“在图书馆当志愿者时，一些盲人因为走错路，找不到摆放
盲人专用书的书架，我会帮助他们找到需要的盲文图书，这
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快
乐。王继才爷爷一定也是因为把奉献当成一种快乐，才会
克服那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这次“传承爱国精神，争做‘三有’新人”主题教育活
动启动仪式上，王仕花奶奶对同学们说：“祖国将来就要靠
你们了。”是的，守岛英雄家乡的万千学子已经做好准备，继
承英雄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踏着英雄的坚实足迹，以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接班人的姿态，创造祖国更
加美好的未来！

题图为启动仪式上题图为启动仪式上，，同学们挥舞旗帜同学们挥舞旗帜，，立志践行王继立志践行王继
才精神才精神，，努力学习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报效祖国。。

右上图为王仕花奶奶给同学们讲述和王继才爷爷一右上图为王仕花奶奶给同学们讲述和王继才爷爷一
起守岛的故事起守岛的故事。。

（（摄影摄影 李李 彤彤））

每位教过兴化市板桥初中九（11）班张雅文的老师或
与她相处过的同学，都一个劲儿地强调她是名副其实的

“软妹子”——待人热忱、性格温和，是她由内而外的“标
签”。可笑容甜甜的张雅文却“不买账”，“我最喜欢的一
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希望能成为保尔·柯察金
那样内心坚韧、怀揣梦想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人！”

身为“学霸”，张雅文最喜欢跟同学们分享的学习经
验就是反复复习。说来简单，但真正坚持下来其实挺难
的。“很多同学遇到之前战胜过的难题，会有‘不屑一顾’
的感觉，这万万不可。只有反复练习，才能掌握这类题的

‘套路’，以后遇到‘换了马甲’或‘变了身’的难题，也能
‘杀’个痛快。”

张雅文对“美德”的理解，围绕“勤”字展开，学习中是
这样，生活中也是如此。“我认识的第一位‘劳模’就是妈
妈。她在忙完所有家务后，总会在阳台上看会儿书，还常
用书中的道理和人物来教育我。”张雅文说，妈妈的“勤”
让年幼懵懂的她明白了读书学习能开拓视野的道理。上
学后，张雅文总能很快发现班里最勤奋的同学，然后像一
块小海绵一样，努力向那位同学靠拢。就拿现在的班长
王嘉琪来说，张雅文刚认识她时，惊讶于她背单词的神

速。后来才知道，王班长根本就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她
只是比其他同学用更多时间去背诵，连上学路上都在心
中默记单词。“老师们更是我‘勤’的榜样，总是改作业到
很晚，还要为我们定制专属的辅导方案。”这些身边的榜
样激活了张雅文的勤奋细胞，更让她拥有了一颗“钢铁心
脏”。“勤并不是天生的，需要跟偷懒、拖延症不断‘战斗’，
这时‘钢铁心’特别重要，它提醒我要不断眺望远处的目
标，跟眼前无意义的享乐坚定地说‘拜拜’！”

而且张雅文觉得“钢铁心”也可以是善良柔软的，所
以张雅文的“钢铁心”一点没妨碍她为别人的付出：她收
集课间的小时光，给周边的同学们讲解难题；周末里为邻
居家的孩子们上门辅导功课；虽然家境一般，可遇到献爱
心活动，张雅文一下子就拿出积攒了许久的零花钱……

“这些都是由我的‘钢铁心’发出的指令！”张雅文说，在自
己小小而坚强的心中，一直生长着一个美丽的愿望：去大
山里支教，“我总记得希望工程宣传海报中的那个大眼睛
女孩，她的眼神中就写满了我最赞同的坚强！这给了我
启发与动力。我想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大山里的孩子们
带去知识以及内心的力量！”（张雅文获得2018年度《关
心下一代周报》“冰凌花”奖学金）

“软妹子”的“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钢铁心” 本报记者 邓 园 通讯员 许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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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星光小学三（2）班 骆奕扬
指导老师 王艺颖

美好家园 （儿童画）

我 有 巧 巧 手小木匠小木匠

镇江市丹徒实验学校
六（3）班 段 练
指导老师 吴立新

瞧，那出神入化的碑刻；看，那鬼斧神
工的石雕。这令人惊叹的技艺究竟出自
何人之手？他，就是我的三伯——赵斌。
我的三伯今年五十岁，是镇江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高资石雕代表性传承人，有
着32年的书法碑刻和石雕经验。

赵伯伯的书法碑刻代表作有：安徽乌
江霸王庙碑林、南京阅江楼朱元璋碑记石
刻、南京江浦林散之纪念馆碑廊等。咱们
镇江中国米芾书法公园里也有他的碑刻
作品，公园门前的大字就是他刻的呢！

一幅书法碑刻作品，需要经过放样、
勾线、凿去多余部分、上色等多个步骤，时
刻考验着碑刻师的责任心与技艺。赵伯
伯每天要花近五六个小时来练习书法和
书法碑刻。他常说：“作为一名碑刻师，一
定要对每块石材充满敬畏，一块上等石材
需要上亿年时间形成，绝不能在我手里糟
蹋了。碑刻师也要具备丰富的书法常识
和文化底蕴，品味得出名家书法作品的妙
处，并在碑刻中注意保留，特别是对‘枯

笔’等神来之笔要保留其神韵，还要凿刻
出书法碑刻作品独有的金石味、刀斧痕
和立体感，让其充分展示传统碑刻的魅
力。”

赵伯伯的石雕龙作品曾获得国家级
大奖。就拿他的大作“二龙戏珠”来说吧，
只见两条白龙盘旋在祥云之上，那祥云飘
忽着，仿佛笨重的石头也轻盈飞腾起来。
一龙怒目圆睁，龙须上翘，伸出孔武有力
的龙爪试图按住铜球；一龙寸步不让，居
高临下，扫视对方，露出尖牙，爪提铜球，
一副震慑对方的模样。好家伙！三伯不

仅把这两条龙雕活了，更雕出了这碧空中
双龙戏珠的威风。

听爸爸说，三伯早期学习雕刻技艺的
经历十分艰辛。没工具，他就拿起破锤子
和别人不要的凿子，日夜不停地钻研、雕
刻。练习雕刻龙时，手指被锋利的刻刀划
了个大口子，尽管疼痛钻心，可他简单包
扎后，又拿起刻刀，咬紧牙关，继续练习。

“千磨万击得真魂，赵子钎锤破九
阍。”听完爸爸的讲述，再品看赵斌伯伯那
豪放不羁的碑刻和登峰造极的石雕，又多
出一番别样韵味。

石刻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而伟大的传统艺术
必然要有优秀的艺术家来传承光大。我们从小作者笔下，认识了镇江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高资石雕代表性传承人——赵斌。“大师”赵斌的
碑刻石雕技艺为什么能出神入化？那就是因为他对碑刻石雕艺术的热
爱，对艺术的孜孜以求，以及坚持不懈的钻研。随着时代飞速的发展，作
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传统手工石刻艺术日渐式微，作为新时代的青少
年应该为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我们的一份力。 ——吴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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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位卖大碗茶的老人。小车上整
齐地摆放着一些配料和用具，而最引人注
目的莫过于那只威风凛凛的龙头壶了。昂
首挺胸的龙头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穿
云破雾，直冲云霄。我在口袋中摸索一番，
拿出钱递给那位老人。老人伸出手。那是
一双什么样的手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
如同鸟巢一般。老人转身拿出一只小碗，
挖了一勺藕粉，一手端碗放于龙头壶下，一
手握住壶柄向上抬起，冒着热气的沸水从
龙口中喷涌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
抛物线，准确无误地落入碗中。老人突然
抬起头来和蔼地问道：“配料都要吗？”我看
得入了神，当回过神来时，赶忙答道：“都
要。”“好！”老人爽朗地笑了。身旁的苔花
也绽开了笑脸，“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袁枚如是说，老人也正是如此。听妈
妈说，老人已守了很多年的摊，虽然生意清
淡，却舍不下心中的那份责任、那份情怀
……

选自《那口龙头壶》
淮安市新安小学六（11）班 张耀宇

指导老师 王翠芹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8）班 范傲阳
指导老师 陈思瑶

走在这个柔情的江南小镇。微风拂
过，吹乱了耳边的发丝，吹动了池中的浮
萍，也吹翻了那天边的云，露出大片的蓝，
剔透，不染纤尘。

随意找了只停靠在岸边的小船，摇摇
晃晃地听了一路的船工号子。不经意间，
瞥见了那檐边露出的“水袖”。我匆匆找
了个岸头下船，只为奔赴那个蓝的圣地。

飘忽的蓝牵引着我，穿过大街小巷，
在一幢院前，停下了脚步。大门斑驳，曾
经刷上红漆的木门随着时光的沉淀，褪去
了光泽。大门轻掩着，我踌躇着敲响了
门。

开门的是身着青衫的女子，给人以如
沐春风之感。“你要找谁啊？”她的声音柔
柔的，是江南特有的软软的吴侬之音。我
一愣，慌忙解释：“我不过是看见了那蓝色
的染布，不找人，对不起，打扰了……”她
笑了：“若你想看，便进来看看吧。”

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一群女工在染
坊里忙碌，深邃的染布在栏杆上飘动。我
看着她站在染缸旁，把布一遍遍漂染，染
料一次次在布匹上绽放出最美的花。我

看着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不禁好奇：“为
什么你们还坚持手工染布呢？”

“因为手工，有温度，有传承。”那如墨
的眸中，带着丝丝笑意。

“温度”“传承”……我想起了那个在
银器上刻出拉丝的手艺人，那个在树叶上
刻出大千世界的手艺人，那个用矿石磨制
出颜料的手艺人。他们的坚持，朴素却温
暖。

“你从事这行多久了？”
“大概十年。”她的语气波澜不惊。
此刻，她和那群女工站在染布架下。

夕阳西下，抛来一层温暖的橙光，静幽幽
地铺在她们身上，让人心生温暖。

我悄悄离开，掩门而去，那或浓或淡
的布匹仍在她们背后舞动。淡者，似天；
深者，似海。那群手艺人，站在时光的深
处，怀着坚守与虔诚，将温暖传递给染布，
传递给我们。

其实，我离开前，曾轻轻触摸过那布
匹，带着太阳的温度，带着不朽的工匠精
神，汇成一股暖流，给予我不期而遇的温
暖。

瞧，绿油油的葱花，黑亮亮的芝麻，装
点着一个个生煎包，令人垂涎三尺，食客
们连连称赞，可又有谁注意过那创造舌尖
美味的人……

我默默地注视着制作生煎的师傅：只
见他将一只只小巧的生煎包放入锅中，突
然间，我注意到了他的手，这是一双怎样
的手啊？整双手上布满了深浅分明的斑
点，没有规律地分布着，一块白，一块黑，
更有着许多老茧，显得饱经风霜。

在又猛又大的火焰下，生煎师——我
更愿意这样称呼他——娴熟地转动着锅
盖，摆动着大铁锅。热油点不断地往他手
上溅，可他毫不停顿。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那生煎才可出
炉。生煎师用他泛着油光的手缓缓打开
木锅盖，顿时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他拿起
手边的夹子，迅速地夹上几只生煎放入打
包盒中，手快速一压一弯一结，一个漂亮
的打包结便扎好了。

他将盒子递与食客。打开盒，食客迫
不及待咬一口丰满的生煎，汤汁流到嘴
里，心满意足的笑容浮现在他们脸上。这
时，生煎师才勉强获得了一些空闲时间，
可他并没有马上就去洗手休息，又跑到制
作台，继续包生煎。

面团被他熟练地摆弄，又软又松，撒
上绿色的葱花，放上乌黑的芝麻，那生煎
包的焦黄仿佛与生煎师手上的颜色融为
一体。整个过程他没有抬头，始终专注面
团，仿佛都要把眼睛盯到生煎里头了。

那一个个松软的面团，那一只只香脆
的生煎，那一点点乌黑的芝麻，那一把把
鲜嫩的葱花，那些向外四射的滚油，不正
诠释了生煎师的手所经历的吗？

我坐进餐厅，低下头，轻轻在生煎上
咬出一个小口，轻吮汤汁，细细品味，在那
甜而不腻的肉香之余，我竟品出了一些难
以言表的滋味。

生煎，生煎师，生煎师的手，缔造舌尖
美味！

你
写
我
来
评

步行街的拐角处，有一位手工雕刻桃
核的老人。每次经过小摊前，我都能看到
老爷爷埋着头，一心扑在雕刻桌上忙碌
着。在那张桌子的架子上，挂着许多用红
绳串好的成品，有小巧可爱的篮子，有玲珑
典雅的茶壶，有遮风挡雨的乌篷船。瞧，一
把普通的刻刀在他的手里好像被施了魔法
一样。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言自语道：

“手法真是好快啊！”老爷爷抬头看了我一
眼，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别看我做起来
快，其实里面含有好几道工序呢。”边说着
边拿起一把锉刀，在那个桃核上翻来覆去
地打磨起来，经过一番打磨，一个小篮子的
雏形就出现了。我以为工序可以结束了，
但老爷爷还拿着桃核反反复复地检查，时
不时地再用砂纸磨几下。就这样，经过他
的妙手，一个精巧的小篮子就大功告成
了。我看着这些精致的作品和老爷爷手上
的伤痕，心中对这位老艺人充满了敬佩，不
禁问道：“老爷爷，您做这行有几年啦？”“三
十多年喽。”老爷爷大声地答道。

选自《雕桃核的老人》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四（7）班 汪奕成

指导老师 张淑君

常州市三河口小学六（1）班 周心彤
指导老师 沈琴芳

那年暑假，爸爸请木匠为我们家安装阳
台的窗户。

眼前这位只有二十几岁的小木匠，是那
样瘦，那样矮，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

“他能干得了吗？要不……”我听爸爸妈妈小
声嘀咕着，他们是想另请人做。小木匠操着
外地口音急切地说：“俺干得了，你们尽管放
心。干不好，俺不收工钱，行吗？”

我出于好奇，不时地到阳台上去看看。
只见他时而熟练地锯，时而细心地刨。他把
刨好的木条麻利地组成窗户的框架。

傍晚，他刚吃过晚饭，就登上阳台边，两
手举着一把电钻，在阳台顶上打起眼来。“嘟
……嘟……”声音震耳欲聋，只见钻下来的土
落在了他的头上、脸上，灰土和汗水混在了一
起，他用手一抹，活像京戏里的大花脸。

“小师傅，歇会儿吧，喝点绿豆汤。”妈妈
催促了好几遍，他才下来。

“你干活真不含糊。”妈妈笑着夸奖他。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来了。天气仍

是那样闷热，使人透不过气来，坐着不动，都
会冒一身汗，可小木匠只是埋头干着、干着
……上午，窗户被他严丝合缝地固定在阳台
上了。下午，美观的纱窗也给安上了。为了
通风好，他还为我们多安了一扇活动窗户。
这个既实用又美观的三面窗户全部完工了。
爸爸妈妈啧啧赞叹，又拿了一些钱塞给他，
说：“你的活干得不错，这些钱收起来吧。”

已经是大汗淋漓的小木匠憨憨一笑，摆
摆手说：“你们满意，俺心里就踏实了。工钱
俺已经收过了，这个俺不能再要！”

习作版征稿主题

1.妈妈，母亲节快乐
2.爸爸，父亲节快乐
3.童年趣事
4.喜欢的体育运动
5.我家的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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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市东洲国际学校
1605班 陈沈珺
指导老师 李 姣

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 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写人，对于小伙伴们来说似乎更“有话可
说”。上期我们关注的是“身边的外国人”，本期
写写“不平凡的手艺人”。嘿！小编信心满满，那
是因为：这里的文章，不仅有内容，更有内涵。你
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想起一个词：“工匠精神”！
段练的大师伯伯虽然不是人人都能遇到，但那份
坚持不懈的钻研精神却一直影响着小作者。范
傲阳笔下最最普通的“生煎师”你一定也遇到过，
能将一件平凡的事用心做到极致，那一定是不
平凡的。陈沈珺笔下是一群染布人，坚守与执
著的是那份工匠之心。周心彤笔下的小木
匠，不光有手艺，心眼也好。什么是“工匠精
神”？《周报》的小作者给你答案：经年累
月、一丝不苟、一以贯之、精益求精、全
心全意……让我们怀着一颗工匠般
的心去学习、去做事！
——你的朋友 高 丹

七彩童年

手手手 艺艺艺 人人人

不平凡的不平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