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5

年4

月30

日

星
期
三

责
任
编
辑

陈

燕

责
任
校
对

石
会
娟

技
术
编
辑

崔

敏

14

新
闻
热
线
：3 15 57 7 0

佳

作

我与蜡染相约
本报小记者（新华小学3年级6班）倪乙墨

小记者征文
主题：

我的“新技能”
我家的故事
爱劳动的我
一张照片的故事
一堂有趣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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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小记者征

文”字样，可附上与文章相关的

配图。）

一堂有趣的课
本报小记者（沧县仵龙堂乡
中卷子学校3年级）张洛溪

那天，我们班来了一位
新老师。她的眼睛大大的，脸
圆圆的，披着柔顺的头发，显
得十分温柔。

这位老师不仅没有让我
们写作业，也没有照常讲课，而
是带着我们做了一个有趣的游
戏。

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
没有鼻子的小孩，让我们闭
着眼睛转3圈，然后用粉笔给
小孩画上鼻子。

“小胖”跃跃欲试，老师
把他叫上台。他闭着眼睛转
了 3圈，刚准备画，却发现摸
不到黑板。同学们哄堂大笑，
因为“小胖”转到了背对黑板
的方向。

“小胖”挑战失败，老师
又把“故事大王”叫上讲台。

“故事大王”刚转了两圈就有
点晕头转向，拿起粉笔就画
了一个鼻子，睁眼一看，呀，
鼻子画到了小孩脸外面。

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尝
试，可有的画到了小孩的额头
上，有的画到了小孩的耳朵上，
甚至有的还画到了老师的衣服
上……

这节课不仅有趣，还拉
近了我们和新老师之间的距
离，我喜欢这节课。

美好见证
本报小记者（建兴小学3年级2班）孙心怡

今年春节期间，妈妈帮我
报名了蜡染的特色课程。这是
我第一次接触蜡染，老师告诉
我说：“蜡染作为我国古老的民
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历史
源远流长。”

蜡染的制作工艺独特而精
妙。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进行
了蜡染的制作：首先是起稿（上
图），挑选优质的白布作为底
料，用印染纸进行初步图案的
定型。接着，使用特制的铜制蜡
刀蘸取熔化的蜡液，在白布上
精心绘制出宫墙的图案。

绘制完成后，将布料放入
蓝靛染缸中染色。由于蜡的阻
隔，被蜡覆盖的部分不会上色，
而未被蜡覆盖的区域则会染上
颜色。最后，经过煮蜡、漂洗、晾

干等工序，去除布料上的蜡质，
布料上便呈现出蓝白相间、独
具韵味的图案。

蜡染作品蓝白相间的色彩
搭配，质朴而清新，给人以宁
静、素雅之感。

每一件蜡染作品都独一无
二，因为手工绘制的过程中，即
使是同一图案，也会因绘制者
的手法、力度不同而产生细微
差异，这也正是蜡染的魅力所
在。

蜡染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
与创造力，传承着中华民族的
文化基因，值得我们用心去保
护和传承，让这一古老的技艺
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
彩。

（指导老师：马妍）

翻开充满回忆的相册，那
张在新建成的沧州火车站里面
拍的照片（上图）又浮现在我的
眼前。

今年1月5日，风呼呼地吹
着，叶子沙沙作响，我和妈妈一
同来到了改造后的沧州火车站。

走进站内，金碧辉煌的大
厅映入眼帘，大大的显示屏闪
烁着车次信息。大厅里有很多
来参观的市民，热闹的声音此
起彼伏。

最吸引我的是大厅最右边
的那幅雕刻图画。画面左侧是
全新的火车站，在阳光的照耀
下显得格外耀眼夺目；再往右
边一点是沧州的高铁线，仿佛

在诉说沧州飞速发展的交通；
继续往右看去，南川楼、朗吟楼
高高耸立，仿佛在诉说着沧州
深厚的文化底蕴。

听妈妈说，沧州火车站原
来叫“沧县站”，2023年12月开
始改造，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成
功筑造了眼前这座气势磅礴、
紧扣运河文化、设计上充分体
现沧州独特韵味的火车站。

这张照片不仅是新沧州火
车站的美好见证，也是我们沧
州的靓丽名片。沧州火车站作
为游子启程与归乡的枢纽，承
载着无数沧州人对家乡的眷
恋与思念。我爱沧州火车站，更
爱蓬勃发展的沧州！

一张合影
本报小记者（肃宁县融天小学5年级5班）武玉萱

在我心中的记忆宝盒里，
珍藏着一张照片（上图），它宛
如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炬，每每
看到它，那些温馨的回忆便被
瞬间点燃。

依稀记得那是一个秋高
气爽的周末，我们全家一起爬
香山。

来到山脚下，湛蓝的天空
如一块澄澈的蓝宝石，几缕洁
白似棉絮的云朵飘飘悠悠，阳
光透过树叶，光影斑驳。

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山
路前行，路旁的草丛里藏着一
些不知名的小野花，星星点
点，好像在为我们加油鼓劲。

行至半山腰，周围景色层
林尽染，仿佛燃烧的火焰，越
发迷人。秋风拂过，山林涌起
层层枫叶，沙沙作响，好像在
低声吟唱秋天的歌谣。

我和妹妹在树林间你追
我赶，笑声惊飞了树枝上栖息
的鸟儿。脚下层层堆积的落
叶，绵软而厚实，每踩一步都
会发出“咯吱”的声音，好像是
秋天在和我们轻声交谈。

然而，随着海拔逐渐升
高，爬山的路越来越艰难，我
开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每
走一步似乎都需要花费巨大
的力气。

这时，妈妈轻轻拍了拍我
的肩膀，鼓励我说：“孩子，前
面就是山顶了，加油啊！”

爸爸则从背包里拿出了
矿泉水和零食，为我们补充体
力。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
我重新振作精神，继续前行。

经过数小时的攀爬，我们
终于抵达山顶。站在山顶，整
个世界仿佛都在我们脚下，远
处的城市，流淌的河流，蜿蜒
的公路，所有一切都显得那么
渺小，真是“一览众山小”。我
们全家一起拍下了这张难得
的合影，留下了这难忘的瞬
间。

每次看到这张合影，我都
会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想起和家人一起的每一个瞬
间。这张照片，不仅是我们全
家的回忆，更是我心中永远的
风景。

厨房里传来“叮叮当当”
的锅铲交响曲，还有一股香喷
喷的煎蛋味偷偷溜进我的鼻
子。“小懒虫，再不起床太阳就
晒屁股啦！”妈妈的“人工闹
钟”准时响起。

我像只小兔子一样蹦到
厨房，看见妈妈手里的平底锅
里躺着个金灿灿的“小太阳”。

“妈妈，我也想‘种个小太
阳’！”我拽着妈妈的围裙撒
娇。妈妈答应了。

于是，我学着妈妈的样
子，先给锅底喷上少许油，然
后拿起鸡蛋在桌边“咔”地一
磕，蛋壳裂开一道月牙缝。我
使劲一掰，哎呀！蛋壳碎了，蛋
黄“扑通”一声跳进锅里，立刻
开出朵朵透明的“泡泡花”。

“噼里啪啦”的响声吓得我连

连后退。
该给“小太阳”翻身啦！我

的铲子伸到下方，这个调皮鬼
就是不听话，试了 3次，它要
么裂成“云朵”，要么变成“月
牙”。我气得鼓起腮帮子，突然
想起妈妈说过要“温柔点”。

这一次，我用铲子轻轻托
住蛋底，手腕一转，成功！“小
太阳”笑出了酒窝（上图）。

看着5个“小太阳”在盘子
里排放整齐，我的肚子开始咕
噜噜叫起来。我灵机一动，用面
包片夹上煎蛋和草莓酱，赶紧
咬了一大口。“自己种的‘小太
阳’真甜！”我高兴地对妈妈说。

妈妈笑着用手指刮了一
下我的鼻子，说：“看来我家要
多个小厨师啦！”

（指导老师：高国敏）

油锅里的“小太阳”
本报小记者（西环路小学3年级1班）戴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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