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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是纯洁的代表，是友

情的象征，是精神的宽慰。那一束

洁白的百合花，拿起来是那么轻巧，

在我心中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我很小就对画画情有独钟，作

业之余总喜欢在纸上写写画画，很

多“作品”都会受到同学的啧啧赞

叹和老师的频频点头。这一次，学

校举行美术比赛，老师早早就为我

报好了名，我更加努力练习，每天挥

洒笔墨，即使满头大汗也毫不在意，

下定决心要为班集体增光添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比

赛的前一天，我发高烧了，颤抖着

双手完成了比赛作品，线条都是弯

弯曲曲的，像一条条蚯蚓在扭动

着，丑极了。完了，肯定没法获奖

了，老师和同学该多失望啊。

果然，颁奖典礼上没有出现我

的名字，我失魂落魄地走在上课的

路上，一旁的花草仿佛也没有了光

彩，都耷拉着脑袋。天上的云彩似

乎也暗沉沉的，就连灿烂的阳光在

我的眼中也是那么刺眼。走到教

室门口，我不敢进去，害怕同学对

我另眼相待、冷嘲热讽，更害怕看

见老师失望的样子。我在门口徘

徊着，徘徊着……

终于，我鼓起了勇气，双手紧

紧抓住书包的背带，低着头快步向

座位走去，目光躲躲闪闪不敢直视

同学，一直紧盯着地板。过了一会

儿，我才缓缓抬起头，呀！呈现在

我眼前的并不是同学们面如冰霜

的表情，而是一束洁白的百合花，

插着一张张写着“加油!”“努力!”

“不要放弃！”小卡片的百合花，沁

人心脾的清香瞬间让我的烦恼烟

消云散。

这时，同学们来到我的身旁，

笑嘻嘻地说：“不要自责了，你只是

生病了才没画好。”“大画家，振作

起来!”“我们相信你！”我听着他们

的话，心里升起一股股暖流。老师

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安慰道：“没

事，再多练习，下次一定能画好。”看

着眼前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

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点点头，沁人心脾的花香流

入心底最深处……

指导老师：李荟

一束百合花
平昌县第二小学三年级9班 张子扬

“我将用我的双手和灵魂投入

工作，直至打碎将我们的人民束缚

在贫困、无知、疾病和自私之中的

锁链。”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平民教育家——

晏阳初。

《晏阳初》这本书，详细又不失

生动地记录了晏阳初伟大的一生。

《晏阳初》让我的心中激起层

层涟漪。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

第五章“扎根乡村 开发脑矿的真

经”。这一章主要讲了1923年晏

阳初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

总会，推动平民教育的故事。

从1926年起到1936年,在晏

阳初的带领下,先后有500多人从

北京移居定县,从事乡村建设试

验工作。晏阳初带领大家下了大

工夫，为农民们解决贫病及教育

问题，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村人

的生活。

最令我感动的是晏阳初带领

的成员为国奉献、大公无私、坚持

不懈的精神。他们大多都是城市

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还去

国外留过学，他们完全可以凭自己

的学识博取显赫的地位，但他们追

随晏阳初的理念，放弃了一切优渥

的条件来到定县这个偏僻又落后

的小乡村。他们为的是整个中华

的振兴，而非个人的荣华富贵。他

们用尽一生照亮了中国的发展。

从 1890 年诞生到 1990 年离

去，晏阳初的百年人生不是任何一

本书所能够道尽的。他被世人尊

敬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赛珍珠、埃德

加·斯诺等人的极高评价，更是因

为他穷极一生为中国贡献力量，为

世界散播希望。

用爱书写精彩人生
——读《晏阳初》有感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学道校区）2018级10班 张梓琦

我们毕业于盛复，相逢于初

秋。走进成都市盐道街中学校园，

我的人生迎来了崭新的开始。同

学们来自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学

校。我们背着书包，怀揣梦想，走

进这座陌生的校园。

金秋的阳光催促着凉风掀起

心底阵阵的喜悦。刚迈入校园的

那一刻，一棵棵高大粗壮的银杏树

首先映入眼帘。绿色的银杏叶密

密麻麻地镶嵌在树枝上，向天边延

伸，好似要摸到软绵绵的白云。棕

林落落展皱叶，柏峰凛凛傲苍穹，

道不尽，说不完的幸会。

几栋白色的教学楼肃立在学

校中心，好似几位严肃的巨人，为

学校站岗。早晨，朗朗读书声从教

室传来，从窗口看去，一群穿蓝色

T恤的学生挺直了背，手握课本，

朗读课文，朝气蓬勃。

宽广的操场承载着许多欢声

笑语。一下课，这些蓝色身影飞奔

到操场，你追我赶，好似一群被束

缚了许久的精灵突然放飞了自由，

奔向广阔的天空，肆意邀游天际。

穿过几栋教学楼，有一汪被教学楼

包围的鱼池，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夺目的光芒，里面的锦鲤快

乐地自在游弋。

中学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它不

是避风的港湾，而是拼搏的战场。

我们不要因为过去成绩好而沾沾

自喜，也不要就此盲目地断定自己

甘居下游。新的竞争刚刚开始，新

的起跑线上需要我们重新定位打

造自己。

未来还长，愿我们乘风破浪，

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断沉淀不断积

累，筑梦未来。

校园畅想
成都盐道街中学初2023级 马魏丽颖 成都的冬天，寒冷而

又温暖。

他是一家普通馄饨

店的老板，他的店开在一

家不起眼的小巷拐角处，

不起眼的牌匾上有一个

不起眼的店名——河北

怪味馄饨。

这天，成都难得地下

了场小雪，准确说是雨夹

雪，且雨多雪少。天气不

好，没想到，这家馄饨店

却如此喧闹。温暖的热

气缓缓地从店里飘出。

春节期间，似乎只有这家

店还在营业，店外那棵常

青树，在冬天里依旧青

着。店内拥挤的空间人

声鼎沸，我走进店内，店

主边包馄饨边热情地招

呼我，待点完馄饨坐好，

我开始观察。

因为店内人太多，所

以就算在冬天，也很暖

和，这热闹的氛围，似乎

许久未见了。老板的样

貌很朴素，穿着花格子

衫，他包着馄饨，手法娴

熟，我知道，这技术不是

一日练成，而是岁月沉淀

的。老板娘负责煮馄饨，

她缓缓用纤细的手指将

包好的馄饨拨弄进锅

里。他们的儿子负责给

客人端馄饨。不久，我的

馄饨来了，馄饨做得和别

店差不多，但分量似乎更

多，我吃得很尽兴，吃罢，

我环顾四周。

雪依然在下，雾气在

店内开始弥漫，老板依旧

忙碌地包着馄饨，我听到

这样一个故事：老板在20

年前开了这店，生意并不

理想。生意最差时，甚至

交不起水电费，更交不起

房租。后来，靠着自己的

坚持与勤劳，店里生意慢

慢好转，才有了现在这番

景象，如今，他娶了贤惠

的妻子，有了可爱能干的

儿子，生活幸福美满。

听完这个故事，我再

次看向老板，他的身上似

乎多了一分亲和……店

里的客人逐渐稀疏，常青

树的一些枝叶承受不住

雪的压迫，从树上掉落，

但剩余的部分依旧挺立，

我喝了碗面汤，默默将钱

放在桌上，走出小店。

他如那棵常青树般，

等到来年春天，或许会更

茂盛些吧……

他如那棵常青树
成都市实外西区学校七年级刘萌

秋天如约而至，秋风

萧瑟，伴着丝丝凉意。周

末，我和爸爸来到美丽的

非遗博览园，参加一场制

作香牌、香珠的活动。

一迈进大厅，一股淡

淡的清香便扑面而来。

“又迟到！”我和爸爸一边

小跑，一边窃窃私语。怀

着愧疚的心坐下来，本以

为会遭到老师的批评，但

她却向我们投来释然的

目光，“这位小朋友已经

是第二次参加我们的制

香活动，看来我们的活动

受到了小朋友们的追

捧。”她化尴尬于无形，我

坐下来，仔细欣赏老师。

她个子不高，柳叶般的眉

毛下面闪着一双水汪汪

的眼睛，披着乌黑、柔顺

的长发，佩戴一块香牌，

如燕子般呢喃，低声细语

讲着制香的历史和用

途。她整个人都散发着

一股清香，给人一种沁人

心脾的感觉，仿佛是从徐

志摩笔下走出来的那位

“点酥娘”——最是那一

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

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老师，香块是顺指

针还是逆时针揉啊？”“老

师，这粒香珠为什么一直

有裂缝啊？”“老师，这个

香珠回去要晒多久啊？”

在制香环节，提问声此起

彼伏。只见老师不慌不

忙，耐心地走到提问人身

边，真诚地解答。我做好

了一个香牌，迟迟确定不

好打孔的位置，又担心一

块香牌毁于一旦，于是踌

躇地走到老师身旁，小心

翼翼地说：“老师，可以帮

我打个孔吗？”她抚摸着我

的头，微笑着说：“乖乖，你

做得很好，大概在这个位

置，用针沾一点油，小心点

按下去，然后反面再顺一

下，就大功告成了，勇敢

点。”那一刻，我仿佛听到

了《窗边的小豆豆》里巴学

园的校长先生让小豆豆勇

敢尝试的声音，也感觉到

了那微笑带来的力量。

告别时，我和老师挥

手再见，她笑着说：“你做

得很棒哦，欢迎下次再来

体验。”我拿着香牌恋恋

不舍地离开了，秋凉的黄

昏，变得亲切起来，温馨

起来。我想以后我一看

到香牌，就会想到她，就

会有淡淡的一抹清香扑

鼻而来。

外婆家里的书柜上有一个相

机，它不仅记录了三代人的成长，

更记录了自己的故事。

外婆在母亲三岁的时候买下

了一部小小的相机,当时外公外婆

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过两三百块钱，

这是外婆积攒了许久才买下来的。

外婆将这个新奇的玩意儿小

心翼翼地放在书柜里，每天都会用

毛巾把它擦拭得干净又明亮，她总

是会用这个相机记录下生活的理

想与希望。母亲长大一岁，外婆就

会记录下母亲那洋溢着笑意的红

彤彤的脸庞。一张张记录着故事

的黑白照片，虽已褪色发黄，但仍

然光彩夺目。照相机前大大的黑

黑的摄像头像外婆和母亲的眼睛

——清澈，明亮，温暖。

外婆退休后买了一部单反相

机，仍然记录着生活的理想与希

望。我生于2011年，外婆把那红

红的相机给了我妈妈，妈妈用相

机记录了我的笑脸，还有我的理

想与希望。

花开花落，一个个春夏秋冬悄

然逝去，像是条时空长河永无尽头。

现在外婆和外公住在海南，她

用单反记录下了沙滩上金霞的光

彩夺目，记录下海浪的汹涌澎湃，

记录下她和朋友们的笑脸，也记录

下了她和外公的生活。而我和妈

妈在屋顶的天台上，用红红的相机

记录下了成都的夕阳和雪山。我

意识到，外婆虽远在天涯，但她对

我的爱自始至终都未曾离去，那一

抹红红的时光印记，在夕阳下变得

更红更亮。

每当我们出门时，妈妈便会带

上相机，在美丽的风景中记录我的

一张张笑脸，这些照片串起来，就

是我的美好童年。

现在这一部红色的相机外壳

已经不再光鲜，棱角都变成了银白

色，还能拍照，也许它可以完好如

初地保留到我的手里。到时候我

也会用它，记录下我的孩子的笑

脸，还有他们的理想与希望。

这将是一个永远都讲不完的

故事，外婆站在故事的开端，将相

机传给了一代代的人，镌刻下他们

永不褪色的童年。

秋日的一抹香
成都市胜西小学四年级二班王欣妍

相机的故事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金沙校区 张嘉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