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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征文

主题：
火红的七月
师恩难忘
一张照片的故事
爱劳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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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

老师，
谢谢您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迎宾路
小学4年级10班）姜冠丞

如果我们是一株植物，那
么老师就是一位园丁。每天为
我们浇水施肥、修剪除草，让
我们快乐茁壮地成长。

在家里，爸爸妈妈是最爱
我们的人。在学校，老师是最
关心我们的人，他们将自己宝
贵的时间全部都献给了我们。
特别是我们的班主任李婷老
师，她的母亲住院时，她不能
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每天都要
给我们讲完课、安排好作业，
才能回到母亲身边……

我们那时上二年级，不懂
事，总是吵吵闹闹，让老师不
省心，其中就有我。现在想想，
我真的很后悔，恨自己不应
该，在这里我真心想对老师
说：“老师，对不起！”

学校是我们人生的第一
个台阶，而老师就是我们的指
路人。他们教我们知识，教我
们做人。他们每天起早贪黑，
为我们上课，因为他们希望我
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长大能为祖国
和人民贡献一份力量。

老师还教会了我们什么
是善，什么是恶，让我们知道
了真与假，更明白了诚实守信
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我想在这里对所有的老
师说一句：“老师，谢谢您！”

山顶的风好凉爽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解放路小学3年级4班）李奕凝

我家有一张老照片。照片
中的我正骑在我姐姐的头上，
抓她的头发，把她疼得直咧
嘴。

那时，我年纪还很小，我
的姐姐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
发。相比之下，我的头上却无
比“荒凉”，我感到十分嫉妒。

本着“一家人就要整整齐
齐”的原则，我就想将我姐姐
的头发“缉拿归案”。由于实力
的差距，我决定还是侧面偷
袭。不过怎样才能接近她呢?
我正思考着。突然姐姐决定去
写作业了，此时我计上心头，
决定趁她写作业时采取行动。

过了一会儿，我看时机已
到，就悄悄地爬到她身后，用
我的“九阴白骨爪”向她的头
发抓了过去。此时，我姐姐也
反应过来，一边阻止我，一边
呼喊妈妈来救援。

妈妈过来看到这景象，却

丝毫不急，不紧不慢地给我们
拍了张照片。然后就用她的

“大力金刚掌”向我的“九阴白
骨爪”拍来，疼得我松开了手。

妈妈问我为什么抓姐姐
头发，我便将我的目的告诉了
她们。听完我的话，她们哭笑
不得，然后耐心地跟我解释
说，我现在头发不多是因为年
纪还小，以后长大了也会像姐
姐一样有很多头发的。听到这
里，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每次看到这张老照片，我
都忍俊不禁。与此同时，我也
非常想念我的姐姐。她现在在
我们老家重庆上学，学习比较
紧张，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
了。下次见到她，我一定会跟
她说一声“对不起”，然后用我
的零花钱给她买好多好吃的，
向她赔罪。

（指导老师：张立君）

头发“争夺战”
本报小记者（新华区第二实验小学4年级2班）付远行

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解放路小学5年级8班）黄琦雯

所有通过努力得到的成
果，都值得被珍惜；所有通过
劳动收获的果实，都会带给人
满满的喜悦。无论是大清早就
在街上打扫卫生的环卫工，还
是不辞劳苦、种稻种麦的农民
伯伯，都值得我们称赞。

从小生活在幸福家庭的
我，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生活，根本不懂如何通过劳
动收获快乐，直到那一天。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
晨，爸爸妈妈都出门工作了，
妈妈为我准备的早餐还放在
桌上。当我稀里糊涂地吃完早
餐后，才发现客厅里乱得可以
用“猪窝”来形容。

平时家中的卫生都是妈
妈来打扫，可是现在妈妈又不
在家。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干，
就打扫一下客厅吧。我一边
想，一边将杂乱的东西摆放整

齐。然后，我又拿出扫帚清扫
地上的垃圾。歇了一会儿，我
又拿起拖把，把地板擦得透
亮。

一转身，我又看到了我的
卧室——被子乱七八糟地堆
在床上，书柜里的书东一本、
西一本地堆在一起……看到
这景象，疲惫的我一下子又干
劲十足，开始整理书柜、叠被
子，还不忘把窗子打开通风。

一个钟头后，家里变得整
洁干净，东西摆放得整整齐
齐。

傍晚，我坐在自己的小床
上看书，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
果，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只有自己劳动了，才能体
会到劳动的辛苦，享受劳动成
果时才更心安理得，更有滋
味！

终于盼到了暑假，爸爸妈
妈带我来到了美丽的山东。早
听闻泰山“五岳之首”的威名，
这次有幸来到山东，我就来登
一登泰山，会一会这“五岳之
首”。

一大早，我们就兴高采烈
地来到了泰山脚下。我一开始
还蹦蹦跳跳的，一步迈两个台
阶，心想：原来爬山这么容易
啊！这时，妈妈告诉我：“不能
这么爬，这样太耗费体力。要
保持体力，细水长流。”我没有
听妈妈的话，仍然蹦跳着，快
速地往上爬。

到了十八盘那里，山路变
得越来越陡峭，我已经汗流浃
背了，筋疲力尽地拽着妈妈的
手。这时，我看到有人中途放
弃了。我就跟妈妈说：“我也不
爬了，太累了。”

妈 妈 语 重 心 长 地 对 我
说：“闺女，咱们做事情不能
半途而废，坚持一下马上就到
山顶了。爸爸妈妈先陪你在凉
亭歇一会儿，吃点东西再爬好
不好？”我噘着嘴，很不情愿地
听从了妈妈的建议。

就这样，歇了一会儿，我
们又开始往上爬。这次我不再
急躁，慢悠悠地往上爬。经过
一个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爬
到了山顶（上图）。

这时，我感到空气都变得
新鲜了。山顶的风好凉爽啊，
像是开着天然空调一样。山下
的风景尽收眼底，真是“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通过这次爬泰山，我明白
了一个道理：只有坚持不懈，
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到达顶
峰。

一张照片的故事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南环小学3年级7班）孟昱彤

我经常 翻 看 妈 妈 手 机
里的照片，照片记录着我们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中有
一张照片，勾起了我许多回
忆（上图）。

照片里，我和奶奶坐在长
椅上，小弟坐在我和奶奶中
间。弟弟黄色的小外套，在这
温暖的春日里显得分外鲜艳。
弟弟专注地望着远方吃米的
小鸽子们，他还沉迷在喂鸽子
的快乐里。

奶奶的视线停留在我和
弟弟这边，奶奶总说，她的幸
福就是看到我和弟弟开心快
乐地成长。我一边轻轻地托起
弟弟胖嘟嘟的小手，一边摆好
姿势认真地等妈妈拍照。

这张照片是 2020年 4月
11 日在狮城公园拍的。照片
上我和奶奶都戴着口罩。2020
年年初，由于新冠疫情肆虐，
人们都居家很久了。后来，在
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
有所好转，大家才能来到公
园，欣赏春日里大自然的美
景。

小朋友们有的赏花，有的
戏水，有的在一起追逐嬉戏，
还有的在喂鸽子。那些洁白如
雪的小鸽子，追着小朋友们要
食物，真是可爱极了。

这张照片虽然不是拍得
最漂亮的，但是里面充满了我
们幸福的回忆，更包含了我们
对疫情早日结束的期望。

沧州铁狮子（图一）坐落
在沧县旧州镇，听说铁狮子脚
下还有姥姥家的耕地呢。听太
爷爷讲，古时这里海水经常泛
滥，民不聊生，老百姓请山东
有名的铸造师李云铸造铁狮
子，并取名“镇海吼”。

它铸成于 953年，至今已
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了，是我
国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
铸铁狮子。1961年 3月，沧州
铁狮子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铁狮子高 5米多，长 6米
多，昂首挺胸，怒睁双目，巨口
大张。它威武雄壮的气势，栩
栩如生的姿态，都令人难忘。

遗憾 的 是 ，上 世 纪 50
年 代 时 ，外 国 专 家 提 出 建
议——搭亭子保护铁狮子，
结果，铁狮子反而变得锈迹
斑斑。

2011 年，沧州一家企业
重铸铁狮，安放于沧州狮城公
园（图二）。希望沧州的两座铁
狮子能够雄风常在，两座“镇
海吼”能一直守护沧州人民的

幸福安康。
（指导老师：吴美）

沧州铁狮子
运河区黄河路小学3年级10班 穆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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