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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喝的小吊梨汤
本报小记者（临海路小学6年级2班）杨金玙

学骑自行车
本报小记者（临海路小学4年级7班）左家琪

每当我看到别人骑自行
车时，我总会投去羡慕的目
光，我多希望自己也能学会骑
自行车这项新技能啊！

今天是周末，妈妈禁不住
我的软磨硬泡，答应要带我去
学骑自行车。我听到这个消息
时，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来到楼下，妈妈说：“你也
长大了，应该学会骑自行车
了。但是要想学会骑自行车，
就要克服很多困难……”我哪
里还听得进去妈妈讲道理，只
顾着点头和催妈妈快点让我
骑上试试。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跟随
妈妈来到一条封闭道路，以防
撞到其他人。

妈妈先让我学习如何推
车。妈妈说：“身子在车子左
边，双手扶着车把走。”我按照
妈妈教我的方法很快就学会
了推车。

接下来就是学骑车了，我
在前面骑，妈妈在后面扶着我。

一开始，自行车总是不听我指
挥，一会儿往左歪，一会儿往右
歪，差点把我摔倒，幸亏有妈妈
扶着。

妈妈说：“你要看前面，不
能看下面，身体要放轻松，不
能太紧绷。”

第二次骑的时候，我准备
要往左转时，不小心摔到了草
丛里。但是，相比于第一次，我
觉得这一次比第一次好很多，
妈妈也一直鼓励我。

在妈妈的指导下，我又
练习了几圈，感觉越来越好。
我已经学会了在路上平稳地
骑，还可以顺利地向左转和
向右转。我和妈妈都特别高
兴。

我骑得越来越熟练，最后
完全掌握了骑自行车的技巧。
虽然这时我和妈妈都累得满
头大汗，但是我们都非常开
心。我终于学会了这项梦寐以
求的新技能。

（指导老师：秦淼）

——临海路小学校长

吴忠权

学校确立含真乐行、
久久为功的学校精神，秉
承敏行拓知、扬长创思的
育人使命，以行知文化为
核心，致力创建一所真善
美的幸福学园，精心培养
孩子成为新时代的合格公
民。

校长寄语

临海路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秋冬季节，天气干燥，容
易上火，所以，我今天给大家
带来了我的新技能——小吊
梨汤。

首先，我们要泡发银耳。
我是用家里的微波炉加热泡
发的银耳，这样比较快。把银
耳的根部朝上放入碗中，加
入没过银耳的水，再把碗放
入微波炉中，用中火加热 2
分钟。

然后，我们要准备梨块。
把梨用盐搓洗干净后，削皮，
尽量削得长一些，削下来的皮
可不要扔哦，我们后边还有
用。把梨去核切成小块，备用。

接下来就到了第三步，煮
梨汤。电饭锅中放入清洗干
净、撕成小朵的银耳，还有梨
块、梨皮、话梅、枸杞、冰糖，开
启煮饭模式。

煮好后，我们把梨皮挑出
来，就可以享用嘎嘎好喝的小

吊梨汤啦！
梨汤的酸味可以通过话

梅的量来调整，话梅多一点，
味道就会酸一些，可以根据个
人喜好增减。银耳有增加梨汤
浓稠度的作用，喜欢稠一点的
同学，可以将银耳切碎，这样
更容易煮出银耳的胶质，使汤
汁浓稠。

有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
要放梨皮呢？其实，放入梨皮
是为了让梨汤的味道更浓郁，
同时颜色也更深。

小吊梨汤是老北京的一
道传统热饮，当时每到冬天就
会有商贩用铜制提吊作为称
量梨汤的器物来贩卖梨汤，小
吊梨汤由此得名。

嗯，不说了，我得赶紧去
喝梨汤了，要不然一会儿我就
只有刷锅刷碗的份了……

（指导老师：高姣姣）

爱劳动的我
本报小记者（临海路小学5年级3班）于斯沫

我最喜欢干的家务活是叠
衣服。我家有一个衣柜，专门用
来放叠好的衣服。

妈妈每次洗完衣服都会把
衣服挂在阳台上晾干，晾干后
的衣服再放到床上，由我来叠。
有些衣服小了不能穿了，要放
在一起；有些衣服破了，也放在
一起；有的衣服是衬衫，要叠板
正……

妈妈让我把各种衣服分类
放在一起，再一类一类地放进
衣柜里。一些小的衣服我不能
穿了，就放在另一个衣柜里。妈
妈说：“那些衣服可以留给弟弟
妹妹们穿。”

妈妈又让我叠衣服。我先
拿起一件衬衫，把一只袖子往

左边叠，另一只袖子往右边叠，
再把衣服底部往上叠，一件衬
衫就叠好了。每次叠衣服的时
候，我都会越叠越有兴趣。

有时候，妈妈会问我：“如
果叠累了，我可以帮帮你。这么
多衣服，你叠不完吧？”“不用不
用，你不用帮我，你可以去干另
外的活，我自己可以搞定的，谁
让我爱叠衣服呢！”我赶紧说。

于是，妈妈就对我说：“好
吧！那我就不帮你了，辛苦你
了，加油！”

很快，我把剩下的衣服叠
完了，妈妈也把她的活干完了，
我们两个都很开心。

（指导老师：张柳）

我家的故事
本报小记者（临海路小学4
年级1班） 黄爔楉

每个家庭每天都会发
生很多事，我们家也不例
外。前不久发生在我们家的
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那天晚上，妈妈的手机
响了，是奶奶打来的。我立
刻飞奔到奶奶房间，奶奶正
手扶额头，好像很难受的样
子。

我担心地问：“奶奶，您
怎么了？”奶奶用颤抖的声
音 说 ：“ 快 把 你 妈 妈 喊 过
来。”

奶奶话音未落，妈妈也
跑过来了。妈妈急切地询问
着奶奶的情况。

此时的我已经意识到
奶奶生病了。正当我急得像
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
好的时候，妈妈似乎看出了
我的担心，宽慰我说：“没事
儿，奶奶这是老毛病了，明
天就没事了，你把妹妹照顾
好就行了。”

看着妈妈进进出出忙
着照顾奶奶，我的心里就像
压了一块大石头，既担心又
焦急。

因为特殊时期，安全起
见，奶奶暂时去不了医院，
所以只能吃药来缓解，而我
唯一能做的就是照顾好妹
妹。

妈妈忙忙碌碌了一个
晚上。第二天，奶奶的病真
的好了很多，我心里的石头
也终于落了地。

通过这件事，我成长了
很多，也学会了承担，承担
起照顾奶奶和妹妹的责任，
让妈妈不再那么辛苦。

（指导老师：叶彤）

切菜不简单
本报小记者（临海路小学4年级8班）任韵竹

前不久，我学会了一项新
技能——切菜。

那天中午，妈妈说给我们
做我最爱吃的咖喱饭。妈妈准
备做咖喱饭的食材非常丰富，
有鸡胸肉、土豆、胡萝卜、洋
葱、青椒等，还有必不可少的
咖喱块。

看到妈妈拿着刀刚要准
备切菜的时候，我很想试一
试。于是，我主动请示老妈由我
来切菜。当然，我来切菜也是要
在妈妈的保护和指导下进行
的，因为我以前切水果的时候
曾切到过手指，之后就再没敢
动过刀了。

妈妈手把手地教我切菜
的姿势，左手固定好菜，右
手拿着刀，先把削好皮的土
豆切成 1 厘米厚的片。我切

得很慢，切得也不均匀，有
的 切 得 厚 ，有 的 切 得 薄 了
些。切成片后，再把它切成 1
厘米宽的条，最后再把条切
成丁。

切丁的时候一定要控制
好大小，更要注意自己的手
指，安全是最重要的。我第一
次切，虽然切得不是很均匀，
但是妈妈说我切得已经很好
了。

我总结了一下切菜的注
意事项：切片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薄厚，不能太厚，也不能太
薄了，否则容易断；切丁的时
候也是一样，要把握好尺寸，
因为这决定了切出的土豆丁
是否大小均匀。

（指导老师：殷文雅）

绣鞋垫
本报小记者（临海路小学5年级3班）齐子涵

前几天，我看见妈妈在卧
室缝扣子，突然就有一个想法
钻进了我的小脑袋——我要学
着绣鞋垫。

我走到客厅，看到鞋柜上
放着一副姥爷的鞋垫，真是天
助我也。说干就干，我立即翻
箱倒柜地找绣鞋垫所用的彩
线。

找到了彩线，我又从姥姥
的针线盒里拿来一根绣花针，
开始了我的“巨大工程”。

我小心翼翼地认好针，挽
了一个结。凭着我的感觉，我一
针一针地绣起来。鞋垫有的部
分有点厚，我就用顶针顶着针
尾，一下子就扎过去了，然后在
另一边把线轻轻地拽过去。我
就这样一针一针地绣着。

我尽量让每一个针脚都保
持相等的距离，这样看起来才
会更匀称、更美观。我顺着鞋垫
的边缘绣了一圈。绣完我大致
看了看，总觉得中间光秃秃的，
像一棵没有树叶的大树，没有
半点生机。

我灵机一动，拿起红笔，掐
算好距离，在两只鞋垫上分别
写了“平安”两个大字。我仔细
端详了一番，这次看着顺眼多
了。这棵“大树”仿佛立刻长出
了茂密的枝叶，开出了娇艳欲
滴的小花，引来周围的鸟儿在
枝头欢快地歌唱。

我顺着红字的印记认真地
绣起来。时光飞快地流逝着，转
眼间到了中午，我的鞋垫总算
是完工了（上图）。

我拿着自己绣的鞋垫，心
里美滋滋地想：第一次当“绣
工”就绣得如此精妙……

我拿着自己的绣品，满脸
期待地对姥姥说：“姥姥您看，
我绣得怎么样？好看吧！”

姥姥笑着说：“你呀！一天
天的就会捣蛋！”说着，姥姥接
过我的“大作”，仔细端详了一
番，满意地说道：“绣得可以
呀！”妈妈也夸我绣得不错。

我又学会了一项新技能，
真是太开心啦！

（指导老师：张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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