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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闲来无事，翻
开了厚厚的相册。不翻不知
道，一翻开相册，里面的记忆

“呼啦”一下摊开来，光芒四
射！

我看到了一张妈妈坐在
玻璃栈道上的照片，当时的
情景一下浮现在了我的眼
前。那是 2019 年的暑假，我
们一家人去野三坡走玻璃栈
道。

我记得当时看似弱小的
5 岁小妹，在玻璃栈道上大
步流星，后面拉着两腿瑟瑟
发抖、不敢迈步的老妈，非常
滑稽。妈妈走栈道的时候，小
心翼翼，生怕掉下去，时不时
还被音乐播放器里传出的玻
璃碎裂声吓得尖叫连连……

不一会儿，小妹就嫌弃
老妈，松开了她，跟奶奶一起
悠哉悠哉地往前走了。留下
老妈独自步履蹒跚地扶着栏
杆往前“蹭”。

白头发的奶奶、笑眯眯
的爷爷、怕热的爸爸、欢快的
小妹、看热闹的我，都早早地
在拍照最佳点等着老妈了。
可胆小如鼠的妈妈，“蹭”过
来后却一屁股坐在了玻璃栈
道上，怎么拽也拽不起来，脸
吓得惨白。最后，我们只给她
拍了背影。

原来，一直在保护我们
的妈妈也有脆弱的时候，也
需要人照顾。那时我就想：我
一定要坚强、独立起来，做妈
妈的守护神！

我多么希望疫情早点儿
过去，到那时，我们就又可以
背起行囊四处游玩了！

玻璃栈道
的故事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

学6年级1班）薛睦衡

在我的书桌前有一张特
殊的照片（右图），每当我看
到它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
一双黑黑亮亮的眼眸，耳畔
又响起那熟悉的鸣叫声……

这是一只珠颈斑鸠，它
披着一身棕褐色的“外衣”，
脖颈上那黑白相间的羽毛非
常引人注目，像是它为自己
精心搭配的一条围巾，显得
格外优雅。

当时，它正站在我家阳
台的一个废弃花盆上，一双
粉嫩的爪子牢牢地抓着花盆
的边缘。一定是我抓拍时的

“咔嚓”声惊扰了它，它的头
微微倾斜，眼眸中闪着疑惑
而又警觉的光，似乎在询问：

“怎么回事，什么声音？”
看着这张照片，我的思绪

飞回了两年前……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

偶然发现，在阳台废弃的小抽
屉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树
枝。我的心头立刻涌上一阵狂
喜，这一定是哪只可爱的小鸟
搭的窝！从那一刻起，那个平时
很少有人光顾的阳台立刻成了
我关注的焦点。

我常常隔着玻璃门小心翼
翼地窥视着阳台上的一切，很
快我就发现了那个忙忙碌碌的
身影——珠颈斑鸠。它不知疲
倦地来往于阳台与苍穹之间，
有时衔来一小段树枝，有时则
是一片软软的草叶——哦，它
是在精心布置它的新家。

有时，它会站在窗外那棵
高大的梧桐树上，一边唱着欢
快的歌，一边欣赏着自己的小
窝。须臾，它又展开翅膀，飞向
远方。每当这时，我便轻轻打开
窗户，在阳台上撒一把小米，等
待归来的斑鸠。

几天后，斑鸠的小窝搭好
了。从此，每天阳台上都会传来
一阵愉快的“咕咕”声，而我每
天都会按时为它撒下一把小
米。

不久，斑鸠陆续产下两枚
蛋，它每天都静静地在窝中孵
蛋，很少见它再飞出去。我放学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一把小米
放到阳台上，它便会拍拍翅膀，
抖抖羽毛，欢快地从窝里出来
迎接我。

斑鸠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我分明看到它的眼睛里有友好
的问候，也有真诚的谢意。过了

一会儿，它才俯下身，飞快地啄
了几粒米，扬起头“̀咕咕”地叫
上几声，便又匆忙地回到窝里
继续孵蛋。

我开心极了。阳台上除了
米，又多了一碟水。

大约过了 20 天，斑鸠妈
妈身下多了两只土黄色的斑
鸠宝宝，它们用乌溜溜的大
眼睛好奇地四处打量着。它
们那灰色的、略扁的喙，显得
甚是可爱。

在斑鸠妈妈的精心哺育
下，斑鸠宝宝渐渐长大了，有
着和妈妈一样的棕褐色羽毛，
唯独没有脖子上那条黑白相间
的“围巾”。

一天放学后，我照例去阳
台撒小米，却发现只剩下一个
空荡荡的巢。是啊，雏鸟渐渐长
大，斑鸠妈妈应该带着它们飞
向更遥远的天地。我知道自己
应该替它们高兴，可是心里还
是空落落的。

闲暇时间，我还是会在小
花盆里撒一把小米，盼着哪一
天鸟儿们能回来看看。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正看
着空荡荡的鸟巢发呆时，从天
空飞下一个黑影，正是斑鸠妈
妈！它依然停落在那个花盆的
边缘，歪着小脑袋、瞪着那双可
爱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赶紧跑
回屋，拿出平板电脑——“咔
嚓”，把它美丽的身影永远留
存。

从那以后，我常常不由自
主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我多
想再次听到那熟悉的叫声，再
次看到小鸟那双透着信赖的眼
眸……

（指导老师：池映琴）

难忘，那一双明眸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6班）提子萱

我的床头有一张照片，是
我和爸爸妈妈游西湖时拍下
的（下图）。

照片左上方缺了一角儿，
右 下 角 的 黄 色 小 字 显 示
2015.10.05，清清楚楚地记录了
拍摄的时间；由于经常摩挲，照
片边缘已经起了毛刺；经过 5
年时光的洗礼，照片已经有点
儿泛黄。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
会呆呆地欣赏半天，因为它承
载着那次西湖之行的回忆。

照片中，我和爸爸坐在西
湖边的栏杆上，妈妈紧紧扶着
我后背，爸爸紧紧揽着我。而我
呆呆的，好像被某样东西吸引
住了，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前
方。

回想当时，虽是金秋，但西
湖垂柳依然碧绿。风吹垂柳，飘
动的柳枝轻拂着游人的面颊。
清晨红日东升，地上是一丛丛

小草，格外的绿，格外的美。
记忆中的西湖，整个都是

湿润的。湖岸上，菊花、兰花都
向我招手，还有姿态婀娜的梅
树。那时我就在想，待严寒一
至，它便会傲雪凌霜，岂不美
哉。而我却不知，此地属南国，
很难见到雪。

湖水荡漾，清澈万分，卷着
凋落的花瓣，反复地、不厌其烦
地抚摸着东风亭。一群老者在
亭中吹拉弹唱，好不热闹。

晓雾渐渐散去，随之而来
的是绵绵不断的秋雨，淅淅沥
沥。雷峰塔、断桥，都在雨中若
隐若现。此时，西湖都浮上了一
层水雾，显得那么静谧。

望着这张照片，想起童年
游览西湖美景的画面，我的心
情就无比激动。我多么希望能
够有机会再次游览西湖美景！

（指导老师：池映琴）

一张珍贵的照片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6班）李明泽

瞧，这是我上一年级时拍
的照片。时间是留不住的，可这
张照片留住了我那时的童真与
美好。

那是 2016年的夏天，我和
爸爸妈妈来到了张家口的一个
偏远山区。刚走进村子，眼前的
一幕便让我感到吃惊——村子
里有好多“山”，但那些“山”都
是垃圾堆成的，散发着刺鼻的
臭味。

我们走啊走，来到了一个
破旧的小屋前，我随爸爸妈妈
走了进去。屋子里有一个姐姐
正在读书，墙上贴满了奖状。我
环顾四周，窗户是纸糊的，墙是
泥巴做的，锅里熬着土豆和野
菜，那是她们一家人一天的食
物。

小姐姐穿的衣服和鞋子都

是爱心人士捐赠的，这是她穿
过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了。这时，
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城市里的孩
子，他们经常对父母做的饭挑
三拣四。

再看看山区，这里的孩子
每天都吃野菜和土豆。可即便
过着这样的生活，人家的学习
也不比我们差。我们又有什么
资格不勤奋学习呢？

小姐姐乐观的精神令我感
动，我用我的零花钱资助了她
一部分学费。我们成了好朋友，
还一起合了影——看，就是这
张照片（上图）。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
我懂得了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
环境中生活，只要努力奋斗，乐
观积极，不要抱怨，就能创造出
美好的未来。

那个小山村里的她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8班）闫贝果

新华区实验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照片上的“亲子装”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5年级12班）刘芝君

打开影集，会看到许多照
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
张在我们上2年级时一堂公开
课后拍的照片。

那一年，我们第一次穿上
实验小学漂亮的制式校服。女
生是蓝色衬衣、灰色百褶裙，男
生是蓝色衬衣、灰色短裤。我们
的老师也和我们穿了同一系列
的衣服——蓝色衬衣、灰色裙
子。

看着和我们穿着相似的老
师站在讲台上，我突然想起老

师的话：“坐在一个教室里，我
们就是兄弟姐妹，老师就是教
室里的‘妈妈’。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每当看到照片中穿着“亲
子装”的我们，我心里都暖暖
的。至今我还记得那节课上，老
师告诉我们，诚信是我们做人、
做事的基本准则。

那堂公开课后，老师带我
们排队站好，摄影师帮我们拍
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指导老师：崔璀）

——新华区实验小学校长

杨丽萍

我们秉承“改革创新，打造
人文实验；开放办学，铸就品牌
实验”的办学目标，构建“博雅”
主题文化，打造“清、正、雅、和”
的教师团队，培养“阳光自信、
举止文雅、博学多才”的实验学
子，让实验小学这所百年名校
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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