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阳光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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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阳光，源于阳光的温暖。

———题记
我们在阳光下成长。

在阳光下成长，感恩温暖阳光的照耀，向着
光明。

在阳光下成长，感受青春活力的脉动，张扬
自我。

在阳光下成长，描绘红色希冀的蓝图，溢彩
校园。

我们见证着成长，让知识丰富人生，让才华
给力中国。

新的长城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国歌嘹亮，红旗缓缓升
起，每个人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国旗，用心
去歌唱那洒满了无数先烈们鲜血汗水的慷慨陈
词。

60

年前，先辈们用鲜血和头颅，谱写了今日
的辉煌；

60

年后， 作为少年队员的我们仰望国
旗歌颂国旗，用感恩、用责任、用行动来筑就我
们新的长城。

雏鹰起飞
阳光洒遍了操场的每一寸土地， 洋溢着青

春气息的我们，一脸稚嫩地面向南方，面向洒满
金色希望的土地， 天空的蔚蓝一直延伸到远方
的天边。

30

多年前，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
个圈，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陆；

30

年后，无数的
少年儿童们在春风中奔跑，感受春风的吹拂。我
们跟随第八套广播体操的“一二三四、 二二三
四”的节奏，张开双臂，挺直希望，乐动身体，拥
抱阳光，向着春天，向着光明，我们像雏鹰般展
翅，在蓝天下自信地翱翔。

青春脉动
那么多的笑脸洋溢着青春的希望， 在操场

上肆意地奔跑、嬉笑，挥洒汗水，张扬自我。上溯
到公元前二百多年前，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公
元二千多年后，是百花争春，鸢飞鱼跃的繁荣景
象。男生们双手投篮的力量，将会托起祖国建设
的大梁；女生们团队合作的智慧，将会给世界增
添新的辉煌。我们的青春在阳光下肆意挥洒，描
绘最美最壮丽的生命蓝图。

我们在阳光下成长。

在春风中，放飞希望；

在蓝天下，起步翱翔；

俯瞰长城的碉楼上，我们青春的宣言。

（光山县白雀镇二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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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杨懿行辅
导教师：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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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边 的 雷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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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是“学习雷锋日”。 雷锋叔叔
虽然已逝世多年， 但他那种乐于助人的精
神将在人们心中永存。而我的身边，就有这
么一位乐于助人的“雷锋”。

王阿姨住我家楼下， 她今年
40

多岁，

因为工厂倒闭而下岗， 她的丈夫在几年前
就因患绝症而不幸去世。所以，她的生活十
分拮据， 平时总是兼几份零工才能勉强维
持生活。虽然王阿姨的生活十分困难，但她
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倒， 而是微笑着面对
生活，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

平时，不管谁家有困难，她总是第一个
冲上去，例如帮别人家接孩子啊，帮别人清
理门前的垃圾啊， 帮忙调解吵架的左邻右
舍啊，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楼下的李奶奶今年
70

多岁了，儿女都
在外地工作，老伴又去世得早，所以她现在
一个人住。平日里，王阿姨总是帮助李奶奶
洗衣服，收拾房间，做各种家务活，还经常
陪李奶奶聊天。李奶奶也十分喜欢她，看见
她来就乐呵呵的。 记得有一次， 李奶奶病
了，她的儿女们还没有从外地赶回来，王阿

姨就在医院里守了两天一夜， 直到李奶奶
醒来王阿姨才舒了一口气。 李奶奶让她休
息了一会儿，她却说她不累，就急匆匆地回
家给李奶奶熬粥了。李奶奶虽然醒了，但她
却瘫在了床上， 大小便失禁， 生活不能自
理。 王阿姨不怕脏，也不怕累，坚持照顾着
李奶奶的起居。李奶奶在她的照顾下，渐渐
好了起来。李奶奶的儿女回来后，拿钱要感
谢王阿姨， 而她却说：“没事没事， 举手之
劳。人家不是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吗？谁还
没有个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和小
伙伴在楼梯上玩，我们打打闹闹，玩得十分
开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从二楼往
下下时，一个不小心，从楼上滚了下来。 一
瞬间，我的脑海一片空白，紧接着，腿上传
来一阵钻心的痛，我痛得哇哇大哭，卧在地
上起不来，小伙伴们都傻了眼，呆在原地一
动不动。 此时的我多么无助啊， 妈妈上街
了，爸爸在外地出差。 想到这里，我哭得更
大声了。 突然，王阿姨听到了我的哭声，焦
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 ”我嘴里念叨着

“疼、疼”。 王阿姨好像明白了什么，小心翼
翼地把我放在她的背上， 背着我向医院跑
去。 一路上，我疼得龇牙咧嘴，却也哭不出
声。不经意间，我发现王阿姨的额头上有许
多细密的汗珠，背上的衣服也早已湿透。看
到王阿姨气喘吁吁的样子，我心里一热，脚
好像也没那么疼了。到了医院，医生说我只
是脚崴了， 纠正一下就好了， 便让我打点
滴。等妈妈赶到医院时，我已经输完水准备
离开了。妈妈感激地握着王阿姨的手，嘴里
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王阿姨却说：“别
客气，邻里之间互相帮助都是应该的。 ”

王阿姨就是这样的人， 凡事丝毫不想
自己，总是为别人着想，我们这里的人都亲
切地称他为“活雷锋”。 （平桥区二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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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李妍辅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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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着妈妈在炒鸡蛋，也想学着
做。于是我央求妈妈，妈妈经不住我的软磨
硬泡就答应了。

我先从冰箱里拿出一个鸡蛋， 再把铁
锅和铲子准备好。一切就绪，我按照妈妈的
指导，先往锅里倒油，再打开火，等油烧热
以后，我把鸡蛋轻轻地在锅边一敲，双指抠
着蛋缝一用力， 蛋黄就进了锅。 过了一会
儿，就看见鸡蛋冒出了一个个小泡泡，发出
劈啪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这时妈妈告诉
我可以给鸡蛋翻身了。因为用力不均匀，鸡
蛋被我炒破了，成了四分五裂的形状，但是
总算勉强做好了。我一手拿铲子，一手托着
盘子，把鸡蛋从锅里铲了出来。 啊！ 一盘金
灿灿、香喷喷的鸡蛋出锅了。我端到桌子上
请爸爸品尝， 爸爸高兴地夹起一块放在嘴
里，也不说一句话。我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爸
爸。 心想：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吃。 过了一
会儿。爸爸慢慢地抬起头来，对我说：“这次
做得还不错， 不要骄傲， 下一回再做好一
点。 ”我听了这句话格外高兴。 我又请了许
多人来品尝我做的炒鸡蛋。

这件事使我懂得了： 做一件事要慢慢
来，只有多练习，才能熟能生巧。 我想起了
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信阳市九小学五
<1>

班杨蔚辅导
教师：陈小梅

)

学会做家务，心中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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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假期是我过得特别有意义的一段时
光，因为我又学会了一项生活本领———做米饭。

说起做饭， 对于
10

岁的我来说第一次尝到了
酸、甜、苦、辣的滋味，不过也从中有了很多收
获。

那一天中午
11

点多， 我肚子早饿得咕咕
响，可爸妈出外干活还没回来做饭。我突然冒出
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动手学煮饭吧， 回来让
爸妈高兴高兴。 ”说干就干，我跑厨房把高压锅
洗了一下， 舀了两碗米就倒入锅里， 应先洗米
吧？我学着妈妈的样子认真而仔细地淘了三遍。

接下来要加水了。这可把我难住了，该倒进去几
碗水呢？一碗？两碗？还是三碗？唉呀！ 我怎么
这么笨呢！我正苦恼着，忽然想起妈妈平时都是
下两碗水的。准备的工作做好了，我小心地把高
压锅盖好，端到炉架上，然后打开煤炉底下的风
门。哈哈，等饭熟了爸妈回来一定会夸我的！先
去看会儿电视！当时正在热播《三国演义》，看了
大约半个钟头，才想起锅里还在煮饭，连忙三步
并做两步跑到厨房。哇！厨房的烟雾立刻把我呛
住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么办好。

这时，妈妈回来了。 她连忙跑到厨房，把毛巾弄
湿，捏住鼻子，把煤炉关了，又打开窗子，我赶快
和妈妈打开高压锅的盖，一看傻了眼，白饭变成
了黑饭。 这时，我真是又难受又后悔，自己太粗
心了，太没用了，有点泄气对妈妈说：“唉，我今
后不学做饭了。 ”妈妈听了非但没有责怪我，反
而心平气和地说：“无论干什么事， 不能遇到困
难就泄气。只要你有信心，什么事都难不倒你。”

我听了，又觉得有点惭愧。 于是我决定：重新学
做饭！ 我认真听从妈妈的指导，把握好时间，终
于重新做出了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 我高兴得
一蹦三尺高！正好爸爸也回来，还一个劲儿地夸
我长大了！ 这顿饭我吃得特别香、特别饱。

那一天， 我不仅学会了煮饭， 也吸取了教
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致志、虚心请教，

学会观察和总结。 同时我也体会到父母劳动的
辛苦。 我想，以后一定要多帮妈妈干家务，减少
妈妈的负担。 （罗山县龙山乡岳冲学校四年级
龚叶辅导老师：陶凤平）

学会用好自己的每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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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可是怎样花好这

10

元钱可不
是件容易的事。

今天中午，妈妈给我
10

元钱，让我到
菜市场买菜，体验生活。 到了菜市场，我东
逛逛，西瞧瞧，这里还真是热闹，各种新鲜
的蔬菜琳琅满目，让我目不暇接。我不知不
觉地在一档猪肉摊前停了下来，“哇， 这个
不错，我最爱吃妈妈给我做的红烧肉了！ ”

摊主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火上浇油般地
大声吆喝：“快来买呀！我的猪可是本地猪，

不添加瘦肉精饲料，吃起来又香又健康。 ”

哎呀，本来一颗心就蠢蠢欲动，现在被他一
吆喝， 口水就快流出来了， 我一咬牙
“买！ ”。

“老板， 给我来
10

块钱新鲜的五花
肉！ ”

“小姑娘，你可真会买，我做生意最实
诚了，来，给你！ 保证童叟无欺！ ”

摊主说话的空当， 肉已经落入我的手

中。被他这么一夸，我也洋洋得意起来，嗯，

我还挺有当家的潜力呢！ 看来今天中午我
要大饱口福喽！

哼着小曲，回到家里，我满心欢喜。

妈妈问：“你买的菜呢？ ”

“诺，这不是吗？”我勾勾挎在手指头上
的战利品，“妈，我想吃红烧肉了。 ”我靠近
妈妈，使出了我的独门武器“撒娇”。

“中午吃好了，那晚上呢？ 你准备让咱
们一家三口喝西北风吗？ ”

“我，我，我……”我眼睛骨碌一转，“现
在的物价，什么东西不是贵得惊人，买这么
好的肉才

10

块钱，已经是很划算的了！”我
小心地掩饰着。

“孩子，花钱应该像炒菜放盐一样，大
家都知道盐的妙处，盐少了，则清淡无味，

盐多了，则苦咸难咽。哪怕是
10

元钱，几元
钱乃至几分钱， 你都要让它发挥出最大的
作用，这样才能当好家啊！ ”妈妈的一番教
诲使我受益匪浅。

当我第二次踏入菜市场时， 我已经计
划好了： 和卖猪肉的老板讨价还价用

4

元
钱买了一点瘦肉，再买两块钱青豆，一块钱
的豆腐，中午的菜一荤一素，搞定！ 晚上的
嘛，一块钱的青菜，两块钱的西红柿，家里
还有新鲜的鸡蛋，好喽，满载而归！ 拿着沉
甸甸的一袋菜，我不由得感慨万千，同样是
10

元钱，两次使用的效果却有这么大的差
别！

想想从小到大，每年春节的压岁钱，每
次生日的成长金， 仔细算起来还真是一笔
不小的收入啊， 可是这些钱总是“莫名其
妙”地和我说“拜拜”了！今天妈妈的一番话
让我懂得了：合理的安排，有计划的使用自
己的钱财，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更是自己成功理财的开始。让我
们从小树立理财观念， 打好自己的“小算
盘”，长大后，更会合理地用好自己的每一
分钱吧！ （河区平西学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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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付梦
兰辅导教师：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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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炒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