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下种子 收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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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一天， 陆老师给我们
每人发了几粒丝瓜种子。 种子乌
黑发亮，是椭圆形的。拿到种子以
后，我迫不及待地想把种子种下，

想让它赶快结出一个大丝瓜。

我来到了我家的菜地里，找
了一块土壤肥沃的地方， 挖了一
个洞，把丝瓜种子埋进土里，浇适
量的水，再在旁边放几个鸡蛋壳，

我想让我的丝瓜种子赶快开花结
果。

我盼呀盼呀，一个星期后，我
的丝瓜种子终于发芽了， 冒出了
豆芽瓣，嫩绿嫩绿的。我的心里非
常高兴， 因为我的丝瓜种子冒出

了小嫩芽。

又过了一个星期， 从牙瓣里
长出了一两片叶子，翠绿翠绿的，

比绿豆大一些。

半个月后，我来到菜地里，我
的丝瓜长出了很多很多的叶子。

我走到丝瓜旁边， 仔细观察丝瓜
的叶子，惊奇地发现，我的丝瓜的
叶子上长了一两条毛毛虫， 把叶
子咬得一个小洞一个小洞的。 我
赶快在旁边找了两个棍子， 用棍
子把虫一个一个地弄掉、踩死。

那一片片的叶子像我的小手
掌一样大。 我用竹棍搭了一个小
架子，让它顺着架子往上爬。这时

候的叶子不像以前只有两片叶子
了，已经非常强大了，充满了生命
力。

五月中旬， 我的丝瓜终于开
花了，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黄苞，

然后慢慢绽放。那漂亮的黄色，吸
引蝴蝶和蜜蜂来传粉。

当花瓣慢慢枯萎时， 丝瓜藤
上长出了小小的丝瓜， 是墨绿色
的， 弯弯的， 像被吃掉一口的月
饼，还像把小小的镰刀。

丝瓜越长越大，越长越粗，后
来比长香蕉还长。 它身上长着一
根根墨绿色的线，所以叫丝瓜。我
兴奋地摘下自己种的丝瓜， 妈妈

给我做了一碗丝瓜汤。 我吃到了
种瓜的艰辛， 也吃到了丝瓜的香
甜。

从播下种子，到收获丝瓜，让
我感到生命过程的意义。

（信阳市第三实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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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李湘辅导老师：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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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母亲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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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诱人的蛋糕， 让我学会了
很多……

———题记
偶然的一天，我路过蛋糕房，看

到贴着一张海报：“你想体验自己做
蛋糕的乐趣吗？ 你想亲手做一个蛋
糕送给你爱的人吗？…… 有意者可
到店内报名。 ”

咦？自己做蛋糕？挺有趣的。这
时，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为妈妈
做蛋糕。“三八”妇女节快到了，如果
我送给妈妈一个我亲手做的蛋糕，

妈妈一定很开心。

回到家中，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
爸爸，爸爸立即同意了我的想法，并
带我去了蛋糕房。

到了那里，我们付了钱，工作人
员带我们到了二楼。

爸爸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等着，

而我则穿上了围裙，戴上了手套。再
看看工作间： 打奶油的机器呼呼作
响； 一位大姐姐正在切蛋糕和巧克
力； 两位工作人员正在精心制作水
果蛋糕……而另外一个大姐姐则为
我拿来了一块未经加工的大蛋糕。

只见她熟练地把蛋糕切成三
层，中间夹上红豆和菠萝果酱，再把
蛋糕放在转盘上， 然后把涂奶油的
抹刀给我。 我接过来， 铲了一些奶
油，抹在了蛋糕上。我是第一次做蛋
糕，抹得不好，大姐姐又帮我把奶油
涂抹完。

接下来， 就是我大展身手的时
候了。 我先把草莓酱涂抹在蛋糕面
上，那个面马上变成了粉红色。又用
一个装有奶油的圆锥形塑料袋给蛋
糕“装”上了花边。这时，蛋糕的形状
已经出来了。

老师不是让我们学会创新吗？我
也来创新一下。我把各种各样的水果
切成了片儿，在蛋糕的中间一片一片
地摆了好多，又用巧克力卷丝在旁边
装饰了一下。 最后，蛋糕的侧面被我
贴上了花生片。哈！一个蛋糕做好了！

“小朋友，你的蛋糕做完了吗？”

一旁的大姐姐问。

“做完了。 ”我答道。

“不，”她说着，拿出了一个巧克
力的小牌子，“你的蛋糕是给谁的
呢？ ”“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祝她
“三八”妇女节快乐。 ”

只见她用红色的果酱在牌子上
写上：“祝妈妈节日快乐！”然后放在
了蛋糕上。

蛋糕做好了， 我和爸爸一起拿
着它回了家。

在家里， 我把自己劳动做出来
的蛋糕送给了妈妈。晚上，我们一家
三口一起分享了这块甜蜜的蛋糕，

这就是生活。

一块蛋糕，让我学会了创新，学
会了劳动，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很多
很多…… （市胜利路学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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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诗琦辅导教师：姜凤娟）

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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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总离不开灿烂的烟花， 它的
绚丽，它的耀眼夺目都让人为之驻足；

然而， 为我们照明归家之路的往往是
那一盏盏平淡无奇的灯，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

齐白石的一幅白菜图道出了“大
味必淡”的道理。“淡”并非“乏味”而是
生活的常态。 谁能拥有一辈子传奇人
生？ 那种惊世骇俗， 只是存在童话之
中，现实只是平平淡淡而已。

失败、痛苦、摔倒，是每个人都要经
历的。 这些都是生活的常态。 失败让你
懂得成功的不易；痛苦让你明白幸福的
甘甜；摔倒让你获得重新站立的喜悦。

也许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是上帝的
宠儿， 但是与生俱来的幸运太过于缥
缈。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而唯一
能做的就是“看穿”生活的常态。

“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曾遭遇
过两次高考名落孙山的失意，但他却在
第三次以优异的成绩叩开高等学府的
大门。他曾是一个被学校广播通告处分
的“冤枉教授”，他曾是一个几次申请出
国被拒的“可怜小子”，他曾是一个唯唯
诺诺不善言谈的“羞涩男子” ……他遭
遇的失败、挫折数不胜数，但他明白，这
些都是生活的常态， 是他必须面对，必
须接受的现实。 最终，他将中国第一个
上市教育分驻于美国本土。 他感慨万
千，生活中有太多不幸，而这些不幸最
终为成功铺平了道路。他说：“在绝望中
寻找希望，生活最终辉煌。 ”

是的，灾难就是生活的常态。如果
没有那些灾难的洗礼， 我们如何看到
霍金用智慧征服宇宙；如何体会《红楼
梦》中曹雪芹的字字珠玑。

林清玄曾将生命中的记忆比作旅
店， 而生活的常态是在马背上不断选
择奔跑的方向； 罗梭将生命化作一道
弧“我们都将按照这个轨迹运行下
去”。可是我认为这些比喻都未能准确
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和其中五彩纷呈的
过程。生活就像一片茶叶，刚刚才冒出
嫩芽，便被采摘，在烈火上烘培，在沸
水中翻滚，然后安静地沉下去，让阵阵
清香默默散出。人生也是如此，在艰难
险阻中沉浮，在痛苦辛酸中磨砺，在那
一次次的沉浮与磨砺中变得光彩照
人，芳香四溢。

“看穿”生活的常态，也是一种境
界，从此你便会活得更加恬然。

（市第三级实验高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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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余
淇辅导教师

:

王楠）

学会思考———临危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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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总是与顽皮、 好动分不
开的，这既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也
让我思考和成长。

那是我上三年级的时候， 放了暑
假我们在池塘边用水杯捉小鱼。 我玩
得开心忘形， 一脚踩到了池塘边的青
苔上，顺着青苔滑了出去，“扑通”一声
掉进了池塘。 不会游泳的我在水中慌
乱地挣扎着， 想张嘴呼救却又呛了几
口水。天呐，谁来救救我！伙伴们都吓
得四散跑开了， 我顿时感觉天都要塌
了！正在我感到无比绝望的时候，我的
好朋友季家奎迅速在旁边的草丛中扒
出一根两三米长的细木棍， 他将木棍
伸进水里，对我喊道：“快，用手抓住棍
子，我拉你上来！ ”这时我仿佛看见了
救命稻草，奋力抓住了木棍，但他也是
小孩儿，力量还是有限，没多一会儿就
扯不动了，眼看他就要坚持不住了，如
果他不松开手就可能和我一起掉到水
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他一边
咬牙坚持， 一边顺势用腿钩住岸边的
小树。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艰难地把
我拉到了池塘边，这时，我们都筋疲力
尽了。看着他脸上的汗珠，不知是池水
还是眼泪已经弥漫了我的双眼……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每
次想起总是历历在目。 这件事让我知
道：遇事不要惊慌，要积极自救，如果
不能自救，也要保存体力等待救助。更
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信任友谊、相
信朋友。 （羊山外国语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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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牛振业辅导教师

:

李雪
)

妈妈，谢谢您让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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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那首唱给妈妈的
歌：“妈妈呀妈妈， 亲爱的妈
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
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
话……”

我的妈妈，是地地道道的
农民， 她没有很高的学问，但
她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都说婆媳关系是最难处
的。错！为啥？且听我说，奶奶
是个爱唠叨、 爱挑剔的人，加
上近几年身体状况不好，老爱
生病，所以经常闹情绪。 爷爷
耳朵听不清，我又是奶奶最疼
爱的孙女，自然，妈妈就成了
奶奶的“出气筒”。

“这菜炒得能咸死卖盐
的！ ”“天天拖地、抹桌子干啥？

我看是闲的。 ”“小孩儿要买件
衣服都不让，你看看电视上的
小孩儿穿得多好看啊。 ”……

你听听，奶奶又在“没事找事”

了。妈妈忙温和地说：“妈，真对

不起！ 今天这菜呀，不小心盐
搁多了，下次一定注意。 ”“妈，

咱家靠近田野，风一吹，屋里
落的都是灰，只不过您看不清
楚，改天给你配副眼镜。 ”“妈，

小孩子应该把精力都放在学
习上， 不能只顾着吃穿打扮
了。 ”……奶奶一听，嘿，是这
个理儿，自然不再吱声。 有时，

奶奶太挑剔，连我都有看不惯
的时候，我就会趴在妈妈肩膀
上“不怀好意”地说：“妈，你很
怕奶奶吧？ ”妈妈只是淡淡地
说：“她年纪大了，你爷爷又听
不清，你爸和你叔他们又不在
家，她总得找人说说话啊。 ”

前一段时间， 奶奶的腿疼
病又犯了，晚上疼得睡不着觉。

是妈妈每天不厌其烦地陪在身
边热敷、按摩，厉害的时候还得
贴止疼膏……有时， 邻居看见
了都会说：“啧啧， 这哪是媳妇
啊，跟闺女没啥两样啊。 ”俗话

说：“百善孝为先”。 老妈，好样
的，如果你稀罕，女儿颁给你一
个“最佳儿媳奖”。 嘿嘿……

那次， 当考试成绩出来
时， 我考得并不比别人差，老
师却表扬别人而不表扬我。回
到家我满腹委屈地跟妈妈说
时，妈妈说：“那是因为老师对
你有更高的期望，这样，你才
会有更大的进步呀，你应该感
谢教师。 ”

当我怪爸爸不经常给我
们打电话时， 妈妈教会我理
解；我和同学闹矛盾时，妈妈
劝慰我宽容； 别人有困难时，

妈妈提醒我援助； 对待小动
物，妈妈告诫我善待；遇到困
难时，妈妈鼓励我勇敢。

妈妈，您将言传和身教做
到完美统一。 妈妈，谢谢您让
女儿学会如何做人， 如何生
活。 （息县关店一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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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栗晨曦辅导教师：黄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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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阳光明媚。 我
和小伙伴们决定去植树。

周末，我和小伙伴们扛着
锹，提着桶，带着树苗，出发
了！ 太阳暖暖地照着，满眼青
翠的麦苗，一路都是鸟儿的歌
声。我们也不禁和鸟儿比起了
赛：“太阳当空照， 花儿对我
笑———”

来到了目的地。我和小伙
伴开始分工。 李刚力气最大，

他负责提水， 张灿力气最小，

她负责浇水、扶树和协助我们
工作，凡守远和我挖树坑。

树坑可真难挖啊！好几次
锹都顺着枯草滑偏了。十多分
钟过去了，我只挖了一个不到

半尺深的坑。平时看大人们植
树时挖个坑挺简单的，真是看
花容易绣花难啊！渐渐地我琢
磨出了挖坑的窍门：先找准位
置，让铁锹垂直接触地面。 然
后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踩住
锹，双手握紧锹把，使出全身
力气往下踩，锹入土后，再顺
着力气让锹左右晃动。这样铁
锹就会深深地插入土里而且
也节省了部分力气。最后再使
劲把锹把往后压。就这样一大
块土被我“撬”了起来。

太阳越来越高， 棉衣早脱
了，头上仍然冒出汗珠，胳膊也
越来越酸。凡守远更是一屁股坐
在地上不愿意起来。旁边植树的

叔叔阿姨见了说：“男子汉们，加
油啊！别半途而废哦，多一棵树，

地球就多一分绿色呢！ ”

终于， 在我们的努力下，

树坑吸饱了水，张灿小心翼翼
地把树苗放到了树坑，我和凡
守远认真地培了土后张灿又
给树苗浇了点水。当肚子开始
咕咕叫时，我们带来的树苗也
栽完了。

抹了把头上的汗水，看着
在微风中招手的小树，我仿佛
看到了茫茫原野上，一棵棵大
树在茁壮成长，整个大地绿意
盎然！ （淮滨县邓湾乡罗营小
学六年级张俊涛辅导老师：

龙静静）

植 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