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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十分美丽，如果您想了
解，那就来看一看吧！

春天，树木抽出了新的枝叶，在远
处，我看见了嫩绿的小草，跑近一看又
没有了。这让我想起了古人的诗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
是没有写错。草地上的小花也开了，五颜

六色，红如火、黄如金、白如雪……
夏天来了，树木长得葱葱茏茏，

太阳炙烤着操场，同学们在树下边
纳凉，边玩游戏。大家有的玩“老鹰

捉小鸡”，有的玩“写王字”，还有的玩“三
个字”……操场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秋天，树木的叶子变了样。一阵秋
风吹来，树叶像一群红蝴蝶一样在树木
间飞舞。操场上布满了红色的树叶，就
像铺了一张红毯子。

冬天，不见了五颜六色的花，也不
见了茂盛的树木，只剩下那四季常青的
松树在寒风中摇动。下课铃一响，同学
们像出巢的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在满是
雪花的校园里追逐着。大家有的堆雪
人，有的滚雪球，有的打雪仗，整个校园
就像个雪白的童话世界。

我喜欢我的校园，更喜欢校园美丽
的一年四季！

湛河区北渡镇莲花盆村有
一个神奇的历史文物——莲花
盆，该村就是因此得名的。5月
3日上午，我们小记者社团一行
十几人沿着光明路向南走，穿过
新南环路，放眼南望，村口新建
了一个漂亮的大门，莲花盆三个
大字格外醒目。走近看，大门两
旁各有两个一米来高的莲花盆。
据村民介绍，以前确有一个莲花
盆放在村内一座庙宇内，后来被
砸了。村口的莲花盆是仿制品。
不过，关于莲花盆村的来历，我们
听到了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4000多年前，洪水泛
滥。大禹率领治水大军来到九

里山脚下，决定把九里山和娘
娘山相接的山凹挖通，将泛滥
成灾的洪水引入附近的沙河。
正值夏季，山洪暴发，沙河两岸
的村庄被冲毁。大禹见到如此
惨景，便第一个跳入湍急的洪水
中，甩开膀子拼命地干起来。云
游此处的何仙姑看到了，随手从
篮中取出一朵白莲花，抛到汹涌
的波涛中，然后脚踩莲花浮在水
上帮大禹治水。沙河中的龙王
知道了，亲自率领虾兵蟹将捉拿
何仙姑。他们杀得难分难解。
这时，在云中等待的另外７位
神仙纷纷跳下云头，降落水面，
各显神通，和龙王展开一场恶

战。最终龙王抵挡不过众神，
身负重伤败下阵来。

由于龙王的血浸染了何仙
姑脚踩的白莲花，何仙姑无法
收回。白莲花顺水漂游，漂到
了沙河北岸九里山下的一个村
庄，变成了一个石头莲花。因
那个莲花大如脸盆，同时为了
纪念何仙姑为民除害的义举，
这个村庄就起名莲花盆村。

同学们听后，对村口的莲
花盆感到更神奇了，纷纷伸出
小手轻抚，惹得路人不住扭头
观望。我的家乡故事真多，我
爱我的家乡！

指导老师：王晨安

莲花盆村的传说
湛河区实验小学四（5）班 彭之卓

大家听说过艺隆生态园
吗？那是一个神秘而有趣的地
方。今天，爸爸陪我参加小记者
活动，就是去那里种植和参观。

一大早，爸爸和我就到了
报社，看到其他参加活动的小
记者和家长们陆陆续续都来
了，７点半准时出发，历时将近
半个小时，我们到了艺隆生态
园。一下车，我们就看到了绿
色的麦地，闻着麦苗的清香，真
舒服。顺着一条笔直的水泥路
向前走，是艺隆生态园的大
门。走进大门，哇，我惊呆了，
那么多的大棚整整齐齐地排列
在路两边，透过开着门的大棚，
我们看到里面种的有草莓、葡
萄、番茄……终于，我们到了目
的地，老师领着我们进入了一个
没种任何蔬菜的大棚，我们各自
认领了一块地，就开始了我们今
天的重头戏：种植西蓝花。

第一步：拿大铁锹在菜地
的周围挖一道深沟，目的是方

便排水、行走以及区分不同地
块；第二步：平整土地，且还要
有蚯蚓、蜘蛛等益虫。原来土
地上有一些野菜和杂草，不过
植物农业老师不让把它们清除
出去，因为这些野菜和杂草能
为土壤提供养分，幸好昨天农
业老师给我们讲过，否则，这么
好的天然肥料就浪费了。地平
好了，可是没发现有昆虫，正发
愁呢，旁边一个小女孩尖叫一
声，原来她发现了蚯蚓，因为她
害怕，所以可爱的蚯蚓就归我
了。第三步：在平整好的土地

上铺上草苫子，均匀地在上面
剪开15个小洞。我把领来的15
棵西蓝花苗分别种在小洞里，
这可是也有要求的：草苫子不
能挨着植物的茎，否则植物会
腐烂掉。大家都种完后，自动
灌溉机让这些小苗饱饱地喝了
一顿。

吃过午饭，老师领我们去
了养殖场，这里养的有走路一
摇一摆的大白鹅和小鸭子、昂
首阔步的大公鸡、蹦蹦跳跳的
小兔子，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猪猪侠”。它们真好客，
把大鼻子伸到栅栏外面迎接我
们，我冲着一头可爱的黑猪喊
了声“八戒”，它竟然瞪着眼睛
瞅我，难道它真的叫八戒？真
有意思。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就要
离开了。我和爸爸约定，有时
间我们就来这里看看我的小苗
苗和这些小动物，多亲近大自
然，开阔视野。

我是小小农场主
湛河区实验小学五(7)班 黎建君

星期五下午，我们学校组织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歌咏比赛。

首先是五（8）班的合唱《团结
就是力量》，他们的声音嘹亮、雄壮
有力……很快就轮到我们班了，主
持人报幕后，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
走上舞台。此时，我的心“砰砰”直
跳，手心都出汗了，生怕自己因为
紧张而忘了词。

终于唱完了，我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我们都已经尽力了，能不能
拿到名次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
知道了团体合作的重要性，知道了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的深刻道理。

指导老师：王晨安

难忘的歌咏比赛
湛河区实验小学五（9）班 杜怡萱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
力量……”随着五（９）班同学
嘹亮歌声的响起，我们学校举
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歌咏比赛在大家的期盼中
正式拉开了序幕。

每个班唱得都很好，我们
沉浸在美妙的歌声中。终于，
我们班要上场了。大家在领唱
的带领下，穿着整齐的校服，排
着有序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走
上舞台。此时，大家的心情无
疑都是紧张的，生怕一不小心
出个差错。轻柔的音乐声响
起，在岳乐同学的领唱、指挥
下，《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声
在校园上空回荡。我们已经完
全和这首歌融为一体，仿佛看

见了牛儿在山坡上孤零零地吃
草，勇敢的王二小把敌人带进
包围圈后，却被敌人残忍地摔
死在大石头上面，八路军叔叔
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感人
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我的
眼泪早已湿润了眼眶。我被王
二小那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
动、所震撼！“啪啪啪……”一阵
雷鸣般的掌声把我从回忆中拉
回了现实，我们班的演唱结束
了，同学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
下舞台。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当老师宣布我们班获得第一名
时，我们顿时沸腾了，欢呼声一
片……

指导老师：王晨安 姚爱琴

我们得了第一名
湛河区实验小学五（6）班 王子嫣

每个人都会长大，都要会做家务，
分担家人的负担。但要想把家务做
好，就要从小开始锻炼。我就经常做
家务，特别是帮爸爸洗碗。

那天是劳动节，大人们把屋里上
上下下都打扫个遍。我也不能光看着
不干活呀！于是，我就去帮爸爸洗碗
了。爸爸用双手三下五除二就把碗洗
得干干净净的，让人眼花缭乱。看在
眼里，我冲上前去，拿起碗就洗，可没
注意到上面有油，碗像泥鳅似的从我
手中“逃走”了。真是万事开头难，我
又小心翼翼地拿起碗，挤上一点洗洁
精，打开水龙头，用钢丝球欢快地洗起
来。我越洗越高兴，像打了兴奋剂似
的。水溅到脸上，很清凉，把劳累抛到
了九霄云外。正当我开心时，遇上困
难了，有一口大锅等着让我洗。我把
沉重的锅端到水池边，挤上一点洗洁
精，拧开水龙头，用钢丝球一点一点细
致地搓、擦。不一会儿，锅、碗全洗完
了！ 这次家务劳动，我明白了万事开
头难的内涵，体会到劳动中的辛苦和
劳动后的喜悦。我爱家务劳动！

我帮爸爸洗碗
湛河区实验小学五（1）班 张健

语文课文《将相和》中有一段
“完璧归赵”的故事，和氏璧价值连
城，关于和氏璧还有怎样的传说呢？
我一直解不开这个谜。机会终于来
了，社团老师带我们到和氏璧的发源
地——荆山采访。

我向村民了解情况，得知：卞
和原是荆山西南的卞城村人。一
次，他在荆山上发现一只凤凰落在
一个大土冢上，便隐身一旁偷窥。

“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待凤凰飞走
后，卞和在凤凰落脚的大土冢上发
现一块精致的璞玉，他认定这块璞
玉就是宝物，随后便有了关于和氏
璧的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

回到家里，我又查了许多资
料，对和氏璧了解得更深了。

卞和在荆山找到玉后，献给楚
王，可是楚王说是一块石头，就砍掉
了卞和的左脚。楚王死后，他儿子
即位。卞和跛着脚再次献宝，不料
新楚王又砍掉了卞和的右脚。后来
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跪哭山下，三
天三夜，眼睛都哭出血来了。文王
得知，派人宣卞和入宫，问明缘由，
命人琢其璞，得一罕见美玉。因感
其诚，此玉命名为和氏璧。

后来此璧被人偷走卖到赵
国。秦王知道后，愿拿 15 座城来
换，就引出了“完璧归赵”“将相和”
等饶有情趣的历史故事。秦灭六
国后，赵王只好连璧带江山一起奉
送给秦王。秦始皇让丞相李斯刻
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８个篆
字，作为传国玉玺。

秦灭亡后，汉高祖刘邦得到了
传国玉玺。到了三国时，十八路诸
侯讨伐董卓，孙坚从井中打捞出宝
玺，后来孙坚的儿子孙策用此玺从
袁术那里换来兵将，奠定了孙吴霸
业之基。袁术败，宝玺归了曹操。
以后宝玺传到隋朝杨坚、唐朝皇帝
手里，到了唐末乱世，宝玺失踪。

和氏璧如今在哪里？只好对
考古工作者寄予厚望了。

听村民说，村里打算以后筹建
“卞和窥凤亭”“和氏碑亭”等新景
观。相信不久的将来，荆山村会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指导老师：王晨安

和氏璧，
如今你在哪里？
湛河区实验小学六（2）班 马启航

新学期开始，学校门口换了两位保
安。这两位保安伯伯待人十分和蔼可亲，
小记者们想了解一下他们一天的工作。

下午放学后，我们小记者社团的同
学一起采访了保安刘伯伯。刘伯伯有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穿着一身蓝色的
保安服，挺直着身板站在校门口，看起
来高大、威武！他总是在我们上学、放
学时出现，风雨无阻、兢兢业业。

开始采访了，我们向保安伯伯先敬
队礼，亲切地叫他一声刘伯伯。然后，
有的同学问刘伯伯早上几点开校门、关
校门，累不累；有的同学问，如果碰到不
是学生家长的人要进学校怎么办；还有
的同学问，刘伯伯为我们服务开心吗？
工作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刘伯伯
耐心而又亲切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平时，有的同学书忘家了，作业忘
带了，家长送来后，保安李伯伯、刘伯伯
都亲自送到班上去；有的同学上课有病
了，保安李伯伯让同学躺在门卫室的床
上，等待家长来接，并倒开水让同学喝……
一桩桩、一件件往事，让同学们对保安伯
伯充满了敬仰，充满了感激。最后，小
记者社团成员一起向保安伯伯举手行
庄严的队礼，感谢他们辛勤的付出！

守望校园的保安伯伯
湛河区实验小学五（8）班 邵靖雅

美丽的校园
湛河区实验小学三（10）班 吴越卓妍

湛河区实验小学

小记者优秀作文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