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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的一天，公园里的人特别多，
年龄大的在树荫下乘凉，年龄小的在骑
自行车玩耍。我漫步公园，突然，我的几
个同学骑自行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速
度就像闪电一样。当时，我多羡慕他们
啊！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我趁爸爸
不在家，进他的房间，找到了车库门遥
控器，将自行车推出来，就在小区的小
路上练习骑自行车。我两手握住车把，

脚尖一踮，腿跟一抬，屁股坐到车座上，
车子就摇摇晃晃往前跑，但是两脚不知
所措，我当时心慌意乱，不知不觉连车
带人钻进了路边的小树丛里，腿上被
树枝划了几道口子，鲜血顺着腿流下
来。我挣扎着站起身，把自行车从草
丛中拖出来，一瘸一拐将自行车推回
车库。此时，我这才觉得骑自行车并不
是小事一桩！

我刚进屋，爸爸正巧在家，看到我脚

上有血，白汗衬被汗水浸透，上面还有几
处被树叶染成青色的痕迹。爸爸又心疼
又生气地说：“怕你骑车出事，还是不出
我所料，幸亏没有大碍，周末我教你学骑
自行车。”听完爸爸的话，我激动万分，腿
上的疼痛好像完全消失了。

周末，爸爸让我推着自行车到公园
小广场，那时正好人不太多。爸爸边扶
着自行车后座，让我屁股坐在前座上，边
说：“身子要正，两眼目视前方，两脚放在

脚踏板上！”爸爸用力推，让我左脚蹬下
去，右脚抬起来，右脚蹬下去，左脚抬起
来！就这样，车子平稳地向前跑。可到
了拐弯处，我不由自主地向一边倾斜，自
行车好像要倒地，但有爸爸在后面扶着，
我有惊无险。到了直路的地方，爸爸就
慢慢松开手，当我发现时，他已经在树荫
下玩手机。自行车好像一匹被驯服的马
一样乖巧，随后我随心所欲地勇往直前
和拐弯抹角。

“我学会骑自行车了！”我放开喉咙
兴奋地大喊。
东海县开发区富华路小学六年级 朱睿

指导老师 徐兴法

我 学 会 了 骑 自 行 车

我爱大海，是从去年爸妈带我去三
亚看海开始的。

那是炎热的夏天，我们一家人乘坐
飞机去海南游玩，到了三亚，气温高达
38度，太阳晒得皮肤生疼。我们住在

靠近大海边的宾馆。海边的椰子树特
别高大，地面草坪像地毯似的平整。我
们忘了旅途劳累，换好服装，急匆匆地
走向大海边。金黄的沙滩明晃晃的，黄
中透着白的沙子，细如面粉，又如碾碎

的黄玉米，脚踩上去，柔软、光滑。我
们赤脚走在海滩上，感觉好爽。抬头遥
望海面，三面环山，远处的海水一片碧
蓝，很干净，也很平静，要到海边附近
的时候，海水下面好像起了波动，然后
一层一层波浪卷过来，到了海边忽地掀
起巨浪，抛向海滩，发出巨大的轰响，
冲到我们的脚边，然后又迅速退回海
里，海滩上的沙子被海水冲刷得均匀、
细腻，本来金黄的沙子有些发白。这时
有许多贝壳留在沙滩上，有的圆圆的，
有的长方形，有的四方形。我们追逐着
退回的海水捡贝壳，不一会儿就拾到了
一大捧。我很好奇这些贝壳怎么来
的？看电视《西游记》孙悟空大闹东海
龙宫，我想这广阔的海面下有龙王吗？

这光滑溜溜的贝壳是龙王吃剩的海鲜
吗？妈妈说那是神话传说，等你长大
了，你就会明白。

记得前年，爸妈带我到青岛，那次看
的海，不像三亚的海，风平浪静，海水碧
蓝，青岛的海面风大浪急。我们乘坐游
艇在海面上快速地行驶，海风吹在脸上，
有点疼，但也爽快。上岸后，我不敢靠近
海边，海浪一阵一阵地拍打海岸，发出怒
吼，很是吓人。而面对三亚的海，我一点
也不害怕，感觉海水好温柔。

妈妈说做人也要像大海那样心胸宽
广。我喜欢大海的广大无边，我喜欢大
海的蓝色，我不知不觉爱上了大海。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四（2）班 张茵然
指导老师 黄树楠

我 爱 大 海

妈妈，你的爱就像一把伞，在人生的道路上为我遮风挡雨，
保护着我前行。

妈妈，我有时候会偷偷看你，你那消瘦的后背和弯曲的脊
梁，都会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可以快
点长大该多好啊，这样就可以帮妈妈，您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你就已经起床开始做早饭，只为等
我起来正好能吃上。晚上我到家时，你已经回来了，匆匆做
完晚饭后，你又赶着去上班。我曾经问过你：“妈妈，你同时
干两份工作，你难道不累吗？”可你却是这样回答的：“不累
呀，因为这样可以赚很多钱呢！”“为什么要赚那么多的钱
呢？少赚一点不好吗？”“不行啊，要是少赚一点，那可养不
活我们娘俩呀！”妈妈温和地说道。

你也有严厉的一面。有一次我在外听人讲《西游记》入了迷，
便在家里学起了孙悟空，准备翻个筋斗。可没翻成，只听“嘭”的一
声，我一脚踢到茶杯，可怜的杯子就这么光荣“牺牲”了。你急忙跑
过来，原本洋溢着笑容的脸一下子就变得比锅底还黑。我瞬间就想
起了一句话——“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结果，我挨了一顿揍。

妈妈，我希望我快点长大，到时就让我来保护你吧！
东海县实验小学和平路校区五年级 宋禹辰

指导老师 杨运洲

妈妈，我想对你说

“劳动崇高总是那么荣耀，劳动硕
果总是那么芳香……”伴随着铿锵有力
的歌声，妈妈带我来到了一场特别的宣
讲活动现场，不为别的，只为寻找一个

“答案”。
妈妈有一个工作笔记本，上面写满

了各类劳动模范先进的故事，每次整理
笔记，她总是要反复和我念叨：“苗苗你
看，这些叔叔阿姨们真了不起，在这么艰
苦的环境中坚守岗位，你一定要向他们
学习。”那天，我依旧皱着眉头不耐烦地
转过身去，不以为然地回道：“小孩子才
更辛苦，总有写不完的作业，听不完的唠
叨。”妈妈并没有和我争执谁更辛苦这个
问题，而是给我请了假，带我去聆听了一
场劳模工匠的宣讲。

宣讲人是两位漂亮的阿姨，这和我
印象中的劳模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第
一位宣讲人是市劳动模范孙慧阿姨，她
经营着一家农场，比起讲述工作时留下
的汗水，她别出心裁地准备了一把稻穗、
一抔大米、一碗饭，让我们近距离感受水
稻的生长时间、顺序，原来从种子播种到
水稻成熟，这期间要经历足足2880个小

时。第二个上场宣讲的是省劳动模范柏
汉芳阿姨，她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对于她
的工作我并不陌生，平时周末我也报名
参加过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只知道社
区经常举办一些有趣的小活动。一场宣
讲听下来我只觉得大人们的工作好有意
思，兴致勃勃地和妈妈讨论道：“我以后
也想有一家农场，长好多好多的果树，妈
妈，赶紧给我报名，这周末的社区活动我
还要去参加……”妈妈看着像个小麻雀
一样叽叽喳喳、手舞足蹈的我，爽快地答
应了。

到了周末，妈妈一大早把我叫了起
来，来到农场体验采摘桃子。一到桃
林，看着满树白中透粉、清香诱人的桃
子，我的睡意瞬间消散，仿佛是孙悟空
接管了蟠桃园，好不快活。但日头渐渐
上升，摘桃子的乐趣也被炎热的天气所
冲淡。我停下了摘桃子的动作，犹豫地
看了看篮子里才刚刚半满的桃子和在
桃林里工作的叔叔阿姨们被汗水打湿
了后背却依旧忙碌的身影，心中又想停
下去阴凉处休息，又怕被妈妈小瞧了。
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欲言又止，默默将

她篮子里的桃子分了
我 一 点 ，带 我 回 了
家。她虽然没有说
话，但是“答案”已在
我的心中慢慢揭晓。

第二天，我们来
到了劳动模范柏阿
姨的社区参加活动，
令我没想到的是，宣
讲活动中漂亮的柏
阿姨，在工作中只穿
着朴实的志愿者马
甲，脚步匆匆地穿梭
在服务大厅中解答着大家的各种问
题。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和社区工作
者们接触的每一个画面：疫情期间，他
们冒着危险给我们送来防疫物资；休
息时间，他们挨家挨户上门统计居民
信息，询问困难人员情况……回想起

“小孩子才更辛苦”的童言无忌，我不
禁红了脸庞。

原来，谁更辛苦这个问题真正的答
案是劳动者。但在寻找“答案”的过程
中，我并没有听见他们叫苦喊累，我只看

见了他们的忙碌、汗水和满足的笑容。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我学到了劳动的艰
辛与不易，也对“粒粒皆辛苦”有了更深
的感悟。

这次寻找答案的过程将“劳动光荣”
的种子深深埋在了我的心中，理想的模
样原来就是劳动者的模样——劳动最光
荣，奋斗最幸福。

盐城亭湖新区实验小学
四（18）班 吴雨桐
指导老师 谷夏燕

寻 找 答 案

我家鱼缸里有两条机智又可爱的小金鱼，它们是我童年
里快乐的玩伴。

这两个小家伙长着馒头似的脑袋，脑袋上两只青豆大小的
眼睛明亮明亮的。它们身穿一件金衣服，衣服上的鳞片如钻石
般闪烁着光芒，剪刀似的尾鳍上下摆动着。它们吐泡泡的时候，
嘴巴一鼓一鼓的，两只眼睛还瞪得大大的，只听见“咕噜咕噜”的
声音，一个个小泡泡便从水底晃悠悠地慢慢往上升。

妈妈告诉我，金鱼也会“故意”讨喜。每次当我走到它们身
旁，两小只就会热情地挥舞着鱼鳍向我打招呼。此外，金鱼还是

“贪吃鬼”呢！每次我喂食，都会被它们哄抢一空，只见它们张开
圆圆的小嘴巴鼓成“O”字形，一口吞掉一个鱼食，真是可爱极了！

你们看，这两条金鱼是不是既机灵又可爱啊！
南京市溧水区状元坊小学四（3）班 朱羿

小 金 鱼

在那遥远的森林里，有一只可爱的小山雀，他在妈妈细心地呵护下，
一天天地长大。在春天的一个早晨，小山雀决定告别妈妈，出门学本领。

小山雀飞呀飞，遇到了一只灵巧的小松鼠，它在林间穿
梭，十分灵巧。小山雀非常羡慕，小心地问：“松鼠哥哥，你在
树上奔跑就像闪电一样，你能教我爬树吗？”

“可以啊！看，只要将爪子牢牢地抓住树干，就可以了。”
小松鼠边说边做起了示范。小山雀听了，想试试。可是在树
上才爬了几下，他就“啪嗒”一声掉下来。小山雀一边揉着翅
膀一边说：“不学了，不学了！我还是学其他的本领吧。”

小山雀飞走了，他碰到了展翅高飞的大雁。小山雀殷切
地问：“大雁阿姨，你飞得真好看，你能教我学飞行吗？”

大雁点头答应：“可以呀！看，只要不停地扇动翅膀，飞到
高空就行了。”小山雀听了，想试试。他在半空中奋力地扇动
着翅膀，哎呀，小山雀感觉累坏了。他喘了口粗气，重心也开
始不稳，最后掉到了草地上，摔了个四脚朝天。他头摇得像拨
浪鼓，“不学了，不学了，太危险了，差一点儿就摔坏了。”

小山雀看到小鸭子在池塘里悠闲地游来游去，心想，还是游
泳好，动动脚就可以了。他飞到鸭子身边，想上前打个招呼。可
是爪子刚接触到水，水里好凉啊！小山雀觉得在水里根本待不
住，还没来得及跟小鸭子打招呼，就扑腾扑腾飞走了。

小山雀飞回了家，妈妈亲切地问：“今天你在外面学到什么本领
了？”小山雀听了，小心翼翼地把今天的经历告诉了妈妈，眼泪止不住
地往外流。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三心二意的结果就是一事无
成，我们要一心一意才能学到真本领。”小山雀惭愧地低下了头。

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二（3）班 向智源

小山雀学本领

中午的铃声准时响起，随着“哗哗”声，书本被同学们收入
课桌，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双饿狼看见小羊般渴望的眼神。老
师和打饭志愿者同学戴好口罩准备打饭。

我是第1组，最先打饭。不等老师喊话，我就走上讲台，拿好碗
勺排在了第1个，眼睛停留在饭菜上，“哇！有我最爱吃的鹌鹑蛋！”
我不禁咽了咽口水，尽力掩饰自己的馋。老师往我碗里放了两勺
菜，抬眼看了看我，又舀了一个蛋，还不忘打趣道：“再来一个，双黄
蛋！”我听后也笑了笑，端好碗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了座位。

不料，没走几步，我手突然一软，一滑，一松，脚步也停了
下来，大脑嗡的一响，接着就是“乒乓”一声，待我回过神来，小
心地低头查看，碗已经掉到了地上，饭菜也都撒了一地，七零
八落的，两个蛋也调皮地躲了起来。

顿时，羞愧、窘迫感涌上心头，我在原地像被按了暂停键似的
愣了半晌，不知该怎么办。老师会不会骂我？我该怎么做？我就
这样像个木头杵在那，忐忑地等待着老师的“审判”。“呀，陶同学，
有没有烫着？”“没，没……”“没有烫着就好，费同学，你快去拿扫
把来扫扫。陶同学，等一会儿重新再打一下饭。”张老师并没有责
备我，还让其他同学帮我打扫，刹那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都已
经闯祸了，可不能再让同学来收拾残局，多不好意思呀！而且
老师让帮忙的同学是费同学，就他那天大地大我最大，桀骜不
驯的性格，心里指定一万个不愿意。”于是，我红着脸小跑到门
外卫生角拿了扫把，并对费同学说：“我自己来吧。”“你去打饭
吧！我来！”粗粗的嗓音从费同学喉咙发出，我又是一阵感动。

我重新拿了碗打好饭，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吃起来。暖心
的老师，暖心的同学！

江阴市中山小学五（6）班 陶佳萱
指导老师 张洪业

“泼”为感激

最近，台风袭击导致许多地方遭受
洪涝灾害。这让我不禁想起古人的治洪
之道。几千年来，洪水对人类的生活和
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防洪一直
是各时期政府极为重视的问题。古人通
过智慧和勇气，创造出了无数可歌可泣
的治洪典范，堪称一部治洪的史诗。

古代治洪的措施不仅体现在文字记
载上，还体现在政策法规、预警机制以及
水文监测等方面。我们可以从不同朝代
防洪官员称呼的变迁中看出这一点。例
如，西汉时朝廷设立了“河堤使者”来负
责黄河的防汛工作；北宋时，各州设有

“河堤判官”来防治黄河的水灾；明朝甚
至设立了“总理河道”来直接治理黄河，

并拥有权力指挥军队。
随着对防洪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各

朝代还制定了法规来保障防洪工作的高
效和全面。例如，金朝在泰和二年颁布
了《河防令》，规定黄河等河流的防汛起
止时间，并要求沿河官员轮流轮值守岗，
巡查防洪工作。同时，对于有功者予以
奖励，对于玩忽职守者予以惩罚。

古代的治洪工作除了法规制定之
外，还采用了各种灵活的措施来保护人
民的安全。建立洪水预警机制便是其中

的关键手段之一。例如“水报”制度，是
指官员在上游发现有洪涝可能发生时，
通过快马传递消息，一直传到下游。此
外，元朝还建立了陆站、水站等不同的报
警驿站，甚至在东北地区开设了独特的
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古代的治洪工作还重视水文监测和
分析。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
白鹤梁，便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从唐代开
始，人们通过观察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
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当时的人们

常在白鹤梁上“刻石记事”，记录长江的枯
水水位，还刻制“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另外，古人还挖掘排水沟来解决洪水
问题。赣州的福寿沟始建于北宋，至今已
有九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古人智慧的杰作。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是一部与洪
水等灾害的抗争史。古人面对洪水的威
胁从未屈服过，他们通过智慧和团结经
历了许多考验，为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铺就了道路。故而，我们更应该继
承古人的治洪智慧并将其发扬光大，为
现代治洪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唯有如
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的挑
战，创造一个安全、繁荣的社会。

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周玉

古人的治洪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