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抽屉里，有一张老
照片。那是我们全家去海滩上
度假时拍摄的照片，大约是在
两年前的夏天。

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无边无
际的海，海面上波光粼粼，洒落
着金色的阳光。前方是一排排
棕榈树，树叶在风中摇晃，发出
沙沙的声音。我和姐姐就在树
下玩耍，爸爸妈妈则坐在不远
处的沙滩上，享受着难得的休
闲时光。

记得那天，我们一大早就
起了床，迫不及待地跑向海滩。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大海，
那种景象让我惊叹不已。我们
在沙滩上玩得不亦乐乎，爸爸

妈妈在一旁看着我们，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中午时分，阳光有些刺眼，
我们便跑到爸爸妈妈身边，坐
到他们腿上休息。这时爸爸拿
出相机，对着我们说:“来，笑一
个，我来给你们拍个照。”我们
便笑得合不拢嘴。那一刻，时间
仿佛静止了。

这张照片，已经过去两年，
但我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记
得家人间的那份亲情。它就像
一扇时光之窗，让我看到了以
前的自己，看到了那个幸福的
家庭。它使我明白，无论时光如
何流逝，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
力量，永远不会改变。

那年夏天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3年级4班）吕俊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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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送我的礼物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5年级7班）王梓辰

今年，我掌握了一项“新技
能”。

那天，妈妈说送我一个礼
物。我拆开快递箱，里面有两个
盒子，分别装着灯和小船模型
的零件，还有两条电线和一个
发动机。

写完作业，我就开始在桌
前组装模型。那是我第一次耐
心地在桌前坐那么久。

我先做了一盏灯。我先把
木片粘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台
面，再把木棍插在台面的圆孔
中，把准备好的纸杯粘在木棍
的顶端，再在木棍上绑上一个
小灯泡，插上电线和开关，安上
电池。就这样，一盏灯就做好了
（上图）。以后我每天晚上睡觉
时，小灯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接着，我又做了小船。我先
把木片用胶水粘在一起，再把
泡沫板粘在船底，然后把齿轮

安在螺旋桨的铁棍上，再放上
发动机。发动机上也有一个齿
轮，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就可以
使螺旋桨转动。

最后，我把开关和电池盒
安在船顶，插上电线，安上电
池，简易的小船就做成了。为做
小船，我在桌前足足坐了两个
多小时。

在接电线时，我了解到了
很多关于电的知识。我知道了
电池是分正负极的；开关连接
在导线之间，打开时，线路闭
合，电流就可以通过了；电流从
正极出发，通过导线，到达电
器，再通过连接负极的导线回
到电源负极。这就是一个完整
的电路。

妈妈的礼物不仅提高了我
的动手能力，还让我了解了很
多科学知识。

（指导老师：袁伟伟）

黄河路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听见大海的“心跳”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4年级11班）寇嵛潇

在我家的相册里，有一张
令人记忆深刻的照片，每当我
翻开它，都会被那段美好的回
忆深深吸引。那是一张记录了
假期里我们一家四口第一次自
驾去青岛游玩的照片，照片中
的我们笑得那么灿烂，看着它，
仿佛能感受到海风的轻拂和阳
光的温暖（上图）。

记得那天，天空湛蓝，阳光
正好。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我和
妹妹去青岛，体验大海的辽阔
和海滨城市的魅力。一路上，我
们欢声笑语，充满了对未知旅
程的期待。抵达青岛后，我们迫
不及待地奔向大海，那是我第
一次见到如此广阔的海洋，心
情无比激动。

我们在金色的沙滩上奔
跑，留下了一串串快乐的脚印。
爸爸妈妈教我和妹妹如何筑起
沙堡。我们用小桶和小铲子一
点一点地堆砌，虽然最后沙堡
被海浪冲走，但那份快乐却永
远留在了心中。

我们还一起捡贝壳，每一
个贝壳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宝
藏，承载着我们的欢笑。

最难忘的是坐上游艇，驶
向大海的深处。海风吹乱了我
们的头发，海浪拍打着船舷，我

们紧紧抓住栏杆，感受着与大
海的亲密接触。那一刻，我仿佛
听见了大海的心跳，感受到了
它的力量和生命的律动。

除了玩沙、捡贝壳、坐游
艇，我们还参观了青岛的许多
名胜古迹，比如栈桥、小鱼山、
八大关等。每一个地方都让我
们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书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特别是在海
洋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各种各
样的海洋生物，了解了大海的
奥秘，真是大开眼界。

那张照片，就是我们在青
岛的最后一天拍摄的。我们站
在崂山的海景路上，背后是建
在半山腰的渔村，面前是即将
结束的美好旅程。照片中的我
们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满足，仿
佛所有的快乐都被定格在了那
一刻。

这张照片对我来说意义非
凡，它不仅记录了我们一家人
的欢乐时光，更见证了我们的
成长和进步。每次看到它，我
都会被那份纯真的快乐所感
动，也更加珍惜与家人共度的
每一刻。青岛之旅，不仅是一
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
礼，让我们收获了知识，也收
获了快乐。

学做西红柿炒鸡蛋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4年级11班）高沁熙

一个平常的星期天，我完
成了当天的学习任务，准备找
妈妈来检查，却看到妈妈在厨
房忙碌的身影。那一瞬间，我的
心里有了一个想法——我也要
学炒菜！

说干就干，我走到妈妈身
边和妈妈说了我的想法，妈妈
很惊讶。在我的坚持下，妈妈同
意教我做西红柿炒鸡蛋。虽然
是一份简单的炒菜，但也让我
兴奋不已。

妈妈在旁边指导我，告诉
我要先准备食材。我先去冰箱
里拿了鸡蛋，然后再把西红柿
清洗干净。没想到，我的炒菜之
路刚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我
学着妈妈的样子打鸡蛋，以
为鸡蛋会乖乖滑到碗里，没
想到力气太小，鸡蛋没有裂
开。

我又使劲儿打了一次，可
鸡蛋直接碎掉了，蛋液和蛋壳
碎片都掉到了碗里。我尝试了
很多次都失败了。我用求助的
眼神看向妈妈，妈妈见我不知
所措，便温柔地教我怎么打鸡

蛋。妈妈笑着跟我说：“做事情
不怕失败，就怕放弃。一定要有
耐心，找对办法多多练习，就一
定可以成功。等你做到了，你一
定会为自己骄傲的。”妈妈温柔
坚定的目光让我重新燃起了信
心。我仿佛能看到，我端着美味
佳肴站在妈妈面前，妈妈为我
骄傲的样子。

经过妈妈的开导，我平静
了下来，回想妈妈教我的技巧，
开始做了起来。

第一步，把鸡蛋打进碗里，
放点盐把鸡蛋打匀；第二步，将
西红柿切成块，切点葱碎备用；
第三步，起锅烧油，先把鸡蛋炒
熟盛出来，再倒油把葱碎和西
红柿放进去，放盐、糖、生抽；最
后一步，把鸡蛋放进去和西红
柿一起炒。一份香气四溢的西
红柿炒鸡蛋就这样出锅了。

我激动地端给妈妈品尝，
听着妈妈的夸奖，我开心地跳
了起来。

通过这次炒菜的经历，我
懂得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
式和方法，不能轻言放弃。

好些年前，我在老太太
家里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上
是一位穿着古代服饰的女
子，是我太奶奶。见到那张照
片时，我被她脚上的鞋子深
深地吸引了，因为我从来没
见过这么小的鞋子，真的很
小很小。

太奶奶出生于 1927年，
在旧社会，女孩子长到七八
岁时，家里人就开始给她们
裹脚，有的甚至更早，从三四
岁就开始了。几乎每个女孩
都逃不过，不裹脚就仿佛做
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据说
在旧社会，女性的小脚被认
为是非常重要的审美标准之
一。

太奶奶出生在一个穷困
的家庭，她的母亲希望通过
让女儿拥有所谓的“三寸金
莲”，来改善女儿的未来生
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
个拥有“三寸金莲”的女孩更
有可能嫁入富裕的家庭，从
而帮助家里摆脱贫穷，过上
富裕的生活。

裹脚的时候会把其他四
指依次往大脚趾靠拢，她母
亲把长长的裹脚布紧紧地缠
在太奶奶的脚上，每天晚上
还要再拉紧一点。太奶奶半
夜痛得睡不着，只能偷偷在
被窝里哭。裹脚成了她生活
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很痛很
痛，需要很大的忍耐力。

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它揭露了旧社会女性的悲惨
遭遇。

（指导老师：麻福芹）

太奶奶的
故事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
5年级8班）董杨

校长寄语

——黄河路小学校长

高连英

滴水能穿石，溪水汇成河。
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是智
商,最大的差距是坚持。孩子
们，只要你能从现在开始，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从每一个细节
开始，与好习惯交朋友，每天进
步一点点，每天收获一点点，你
就会发现自己是最快乐、最健
康、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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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