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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买菜
东方红裤兜作文班 三年级 瞿凯欣

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第一

次， 如第一次打针， 第一次走
路， 第一次上学……但最让我
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买菜。

记得那一次，上作文课时，
老师让我们准备 10 元钱，我心
里暗暗窃喜：幸亏我带了 10 元
钱。 紧接着老师让我们排成两
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女生排
得整整齐齐像一条龙， 而男生
的队弯弯曲曲的。 不一会儿，老
师带领着我们来到了目的地 ：
东关菜市场。 菜市场里人山人
海、车水马龙，热闹极了。 菜市
场里的菜五花八门， 有像月亮
的典瓜， 有像红色小脸蛋的番
茄， 有像足球的包菜……看得

我目不转睛。
随着老师的一声口令解

散，我们开始精挑细选，我想:买
什么好呢？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
时候， 突然想起来妈妈最爱吃
蒜薹了，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
了一把嫩嫩的蒜薹， 美滋滋地
想妈妈肯定会表扬我的。 这时
我又看见了我最爱吃的土豆 ，
和老板讨价还价一番后， 我付
了钱， 心满意足地带着我的战
利品回到了大本营———教室

通过这次买菜经历 ，我明
白了妈妈平时买菜的辛苦 ，
以后我还要多多体验这样的

生活 ！
（辅导老师：桑 苗）

几元钱的背后
信阳高中 一（2）班 袁梓仪

微风吹拂，绿萌如盖。 每至盛夏
望见路旁卖凉皮的小摊， 我都会想
起一位卖凉皮的老人。 与他交易过
的几元钱，不仅是等价交换，在其背
后对我有更深意义。

第一次在老人的小摊上买凉

皮，是因为老人的摊子排队的人多，
想来味道一定不错。 终于轮到我了，
正把几元钱朝他递去， 却惊讶地见
他摆手：“丫头， 我不拿钱， 手不干
净 ， 你直接放到那边的钱盒里就
成！ ”这可让我感觉有些不同，老人
这也太没有戒心了吧！ 依言照做，看
见盒子里满满的零钱， 心中不禁替
老人担心起每天的收入了， 可却也
多了几分尊敬： 这就是老人的小摊
人多的原因吧！ 老人的衣服看起来
十分旧了，冼得发白但十分干净，大
家对食品的卫生都很放心。 这一碗
凉皮几元钱的背后， 是人们对老人
诚实的尊敬， 也是老人对顾客不会
多拿少给的信任。

又值烈日高照， 我托爸爸路过
凉皮小摊时帮我带一碗， 指定了要
那位做凉皮时不摸钱的老人的。 终

于等到爸爸回来， 抢过凉皮准备大
快朵颐之时， 却忽见爸爸表情晴转
多云，手摸了摸钱包，道出一句：“我
好像忘给钱了！ ”听闻此语，筷子在
我手中颤了一颤，幸好没掉。 我本担
心老人遇到不给的顾客，失了信任，
却没想到爸爸竟做了这事， 只好等
到明天把这钱还给老人。

第二天， 我与爸爸来到凉皮小
摊，道清原委，并将那没给的几元钱
给了老人。 老人手中熟练的动作不
停， 笑着说道：“我知道你忘了给钱
了。 这不昨天人多，又不想你没面子
就没喊你。 这钱还是挣到了。 大家平
时常见面彼此都熟，没必要跟提防小
偷似的，没事！ ”看着老人有些佝偻的
身形，我却忽觉他有些“大家风范”。

凉皮摊上几元钱的背后， 是老
人对顾客不会少给多拿的信任 ，也
是我与爸爸诚信的最佳体现， 更是
人与人之间的那缕缕温情。 唯有如
此，世界才会真正充满美好，与国安
稳， 与人幸福。 这区区几元钱的背
后，教给我太多东西，让我真正懂得
待人的真谛。

我与茶的故事
信阳市六高 席滢滢

四周青山环绕，茶树层叠。 放眼
望去，周围被一片绿色包围，连空气
都弥漫着茶香。 茶树，静静地站着，
树皮的褶皱里冒出翠绿的新芽头 。
春天，为它们披上深青的衣裳，暮春
时节， 树木草地都绿遍了， 花丛怒
放。 茶树，与春风带来的花草不同，
他们不争不抢，深知，无言。

我家几代人都是茶农， 犹记得
与奶奶生活时的情景， 我奶奶是个
喜欢把自己收拾利落的人， 出门总
会用梳子蘸点水， 把头发梳得一丝
不苟。对茶也是如此。她和被修剪的
茶树一样，永远那么通透、干净。 修
剪茶树，是爷爷的任务，他一米八几
的大个子，弯着腰，戴着草帽，在茶
树间慢慢移动。 临近中午，我与奶奶
一起去山坡上，给爷爷送饭，半天下
来，爷爷长满老茧的手，被茶树染得
似从土里拿出来一样， 把毛巾擦得
黑乎乎的。

我们最期待的是茶树冒芽 ，新
生的茶树芽子与杂草夹在一起 ，黄
黄绿绿，一派生机，踩倒在地的杂草
与泥土混在一起散发出一股幽幽的

香气。
盼到了清明， 这是家里人最忙

的时候，他们忙着采明前茶，早上五
六点就要动身， 奶奶带上家里请的
茶工， 戴着草帽， 备好水壶就上路
了。 这第一树芽尖，芽叶细嫩，味道
香醇。 明前茶是茶农们的希望，也是
我爷爷奶奶的希望。 全家人种着茶，
养着茶，喝着茶。

60 多岁的奶奶，采茶很有技巧。

双手采摘，棵棵肥壮。 中午就可以将
新生的茶叶放入晾筛中平均摊放 ，
让茶叶自然萎凋。 吃罢午饭，小憩一
会。午后他们又去山坡上了。重复着
采茶的工作。

奶奶采茶，爷爷炒茶。 炒茶的帚
在锅中旋转炒拌，叶子跟着翻动。 爷
爷说，要转得快，用力匀，抖散茶叶，
炒得叶质柔软、叶色暗绿，就可以扫
入第二锅。 炒茶分成 3 锅，熟锅时的
叶子已经比较柔软，像春天的姑娘，
炒至条索紧细，发出茶香，大概三四
成干，就可以出锅了。 我问爷爷，明
明有了机器， 为什么还要劳累自己
呢？ 爷爷笑笑，摸摸我的头说：“茶叶
还是自己手把手炒得好， 自己炒的
茶叶完整、鲜亮，口感比较清纯。 自
己炒的茶啊，有感情。 ”我慢慢明白，
炒茶不仅仅是一道工序， 更是一种
传承。

在茶工去采茶时， 茶农们也没
闲着，他们冲泡自己家炒好的茶叶，
看看成色。 记得儿时，爷爷在泡茶时
总会有一股清雅茶香从杯中飘散而

至。 香气馥郁。 汤色呈青色，清澈又
明亮。 轻轻地品一口，唇齿间回味无
穷，口腔里由涩转为甜。

到了夜晚的大山是极美的 ，乌
黑的沉默，深青的茶山，看的时间长
了，好似看到云海滚滚而流。 晚风拂
过山坡，拂过肌肤，暖暖的，痒痒的。

时过境迁，爷爷奶奶相继去世。
每逢清明前后， 我总会忆起奶奶采
茶，爷爷炒茶时的情景，亦怀念那个
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