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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变了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黄河路小学4年级2班）周昕怡

小记者征文
主题：

我的2020
新年见闻
一张照片的故事

小记者们快快行动起来

吧！
要求原创，严禁抄袭。

投稿邮箱：

czwbcy@sina.com

(来稿中请注明“晚报小记者征

文”字样，可附上与文章相关的

配图。）

第一季

2020年是很特殊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我有很多感动、很
多收获，还有一些遗憾。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人们惊慌失措。是医
护人员、解放军叔叔，还有无
数的志愿者冲在抗疫一线，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他们
深深地感动着我。

由于疫情的影响，我们只
能在家里上网课。新的学习方
式让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看
电脑、看手机。在老师的谆谆教
诲下，我也学会了自律。

2020 年，我们经历了一
个特殊的超长假期，我的旅

游计划也泡汤了，这算是一
个小小的遗憾吧。

终于，9月，我们可以迈进
期盼已久的校园上课了，我无
比兴奋。

开学后不久，我们小记者
还参加了“徒步行走大运河”
的活动。在活动中，我了解了
沧州的历史文化。活动后，我
写的文章还在《沧州晚报》上
发表了呢！

新的一年开始了，虽然
现在疫情还有些反复，但是我
相信：2021 年，我们一定可以

“牛”转乾坤。
（指导老师：刘丽莉）

古代文人讲究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我就喜欢其中一
种，你猜猜是什么？猜不到？我
告诉你吧，是棋，围棋。

我学习下围棋已经好久
了，至少有四五年。我上幼儿
园时就接触到了围棋。那时
候，围棋老师只教了我们吃子
的方法。

有一次，我和我的对手进
行吃子对局。一番大战之后，
我赢了，老师奖励给我一个小
陀螺。这时，我突然萌生了要
学围棋的想法。

而且，看别人下棋时，我
觉得他们全神贯注地沉浸其
中，很安静，很酷。我也想像他
们那样。于是，我向妈妈提出
了学围棋的想法，妈妈爽快地

答应了。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跟着

专业老师学围棋。我进步很
快，现在已经是围棋一段了。

你一定想问我是如何取
得如此大的进步的？我想，那
一定是因为我的努力和坚持，
我认真听课，按时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业。

我的偶像是柯洁，他得过
好几次世界围棋冠军。我听说
柯洁一天可以下好几十盘棋，
做好几百道题。虽然我一天只
能下几盘棋，做几道题，但是
日积月累，总有一天我能追上
我的偶像柯洁。

这就是我和围棋的不解
之缘。如果你也喜欢围棋，那
就来找我较量较量吧！

偶然间，我在妈妈的“百
宝箱”里发现了一张具有年代
感的老照片（上图）。妈妈说，
这张照片是 1988 年拍的。现
在，这张照片已经成了妈妈的
宝贝。那时的妈妈还是一个十
几岁的小女孩。我缠着妈妈给
我讲这张老照片的故事。

这张照片勾起了妈妈的
回忆。1988年夏天，从安徽来
了几位亲戚，他们对我们沧
州的铁狮子早有耳闻，既然
来到沧州，肯定是要去看一
看的。姥爷特意抽出时间，带
他们去参观了沧州的这一名
胜古迹。

妈妈说，虽然姥爷家距离
铁狮子不是很远，但是姥爷经
常忙于农活，也没有时间带她
去参观过。妈妈那天很兴奋地
起了一个大早，换上干净衣
服，就准备出发了。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主要
就是自行车，6个人两辆自行
车，他们沿着乡间的土路出发
了。

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
的。大概过了 1个小时以后，
姥爷指着前方告诉大家，马上
就到了。大家顺着姥爷指的方
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铁狮子
的头。妈妈说，铁狮子的头正

好对着他们，好像是在迎接他
们呢，他们高兴极了。

几分钟后，他们到达了目
的地。妈妈说，铁狮子好高好
大啊，昂首挺立在高台上。

站在铁狮子前，姥爷给大
家介绍了铁狮子的传说：古时
候，因沧州临海，常受海啸危
害，民不聊生，当地人为遏制
无情的水患，请当时有名的铸
造师铸造了这座铁狮子，并取
名“镇海吼”。

铁狮子已经有 1000多年
的历史了，是我们沧州的“城
市名片”。这也是沧州被称为

“狮城”的原因。
妈妈说，那个年代的人几

乎每人都会有一张和铁狮子
的合影，就像那个时代的花衬
衫和喇叭裤一样流行。

这张照片已经拍了 30多
年了，现在的一切都不复从
前。姥爷已经离开了我们，姥
姥变成了老太太，妈妈也早已
不是当年的小女孩，头上有了
些许白发。铁狮子经过岁月的
洗礼也已经破损严重，完全失
去了原有的风采。

因此，这张老照片就显得
弥足珍贵，成了妈妈的宝贝，
满满的都是回忆。

2020年年初，当人们在喜
气洋洋地准备年货时，当离家
的游子结束了一年的工作，准
备回家团圆时，一个长得像王
冠一样的新型冠状病毒闯入了
我们的生活。

这种病毒潜伏期长，传染
速度快，仅通过飞沫就可以传
播。乡村封了，城市封了，人们
只能居家活动。疫情最严重的
武汉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我们一家人时刻关注着疫
情的发展。每当我在新闻上看
见钟南山爷爷和医护人员一起
拼命抗击疫情时，每当我听到
又有一批志愿者加入到抗疫队
伍中时，我都会想起妈妈告诉
我的那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是因为有人在替我们负
重前行。

他们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更是我学习的榜样。正是因为
有了他们的付出，我们才把病
毒“打”得节节败退。

那段时间的课程我们是在
网上完成的，虽然形式变了，但
是老师依然讲得很详细，我们
也听得很认真。可我依然想念
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怀念在学
校的日子。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爸
爸妈妈也暂时不去上班了，我
们一家人每天在家里愉快地玩
耍。

后来，天气渐渐暖和了，疫
情也终于被控制住了。我们又
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到学校学习
啦！重新坐到教室里，看见老师
和同学们时，我才感觉到我们
的祖国真强大。我一定要好好
学习，长大后成为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

（指导老师：孙艳洁）

走过2020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北队小学
3年级2班）张宸睿

我的 2020虽然不完美，但
已画上了句号。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打乱了我们原本平静
的生活。以往，我们应该在教室
里上课，有同学的欢声笑语，有
老师的谆谆教诲，但是那一段
时间，我们却只能上网课，这让
我很不开心。

终于有一天，老师在我们
群里说明天开学，我非常高
兴。可是，当我收拾好书包，准
备迎接第二天的校园生活时，
老师却说不上课了，我的心情
一落千丈。我们已经有 3个多
月没有见面了，我想念老师，
想念同学，真的好想马上开学
啊！

疫情期间，我不断地从新
闻上感受到中国力量。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的“白
衣天使”奔赴抗疫一线，各行
各业的人们也都尽自己所能
为抗击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

了解到这些，我有了信
心，更为全民抗疫所表现出
来的中国力量而感到骄傲和
自豪。

经过半年多的奋战，我们
终于迎来了暂时的胜利。当然，
我们也开学了，我开心得手舞
足蹈。同时，我也更加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020 年，我变了，变得更
坚强了，也更懂事了。

2021年，希望疫情早日结
束，每个人都能身体健康，心想
事成。

一说起照片里的故事，我
的脑海中就立刻浮现出了这张
照片（上图）。

为什么我会对这张照片念
念不忘呢？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上台表演节目时拍的。

由于是第一次上台表演，
难免会有一些紧张。我一紧张，
就把词全忘了。结结巴巴的我，
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这时，跟我一起表演节目的
一位同学小声地对我说：“郭灿

成，别着急，你再认真地想想。”
听了他的话，又看了看他

那鼓励的眼神，我平静下来，台
词也都记起来了。

下台后，我激动地对他说：
“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的台词
还想不起来呢。”他拍了拍我的
肩膀说：“不用谢，我们都是好
朋友嘛！”

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就成
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指导老师：刘艳霞）

照片里的故事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新华小学4年级1班）郭灿成

妈妈的宝贝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朝阳小学5年级5班）刘东昊

我和围棋的不解之缘
本报小记者（沧县实验学校3年级8班）任梓铭

感动与收获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迎宾路小学4年级3班）陈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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