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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味道的红包
实验小学603班小记者 张艺萱

除夕夜，一家人聚在一起，整个屋子里都洋溢着团圆的快乐气息。

饭后，大家谈笑风生，突然，有人在亲戚群里发了一个红包。于是，重头

戏就来了——抢红包！这下，老的小的全摸出手机“侦查”起来。

酸味红包
“等一下我发一个50的红包噢 .正当大伙抢得热火朝天时，婶婶突然笑

盈盈地喊了一声。发红包啦！只见我一阵狂点。我居然只抢到了4分！50
元的红包啊！一股酸溜溜的劲儿涌上了我的鼻尖……

甜味红包
我还来不及抱怨，一个红包又一跃在了屏幕上。于是，我二话不说，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到了这个大红包，点开一看，我抢到了82元！顿时，刚

才的酸楚便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心里甜滋滋的，脸上笑开了花……

今天的团圆饭上，无时无刻都荡漾着欢声笑语。不论多少，每个红包都

是有味道的。红包的味道，就是年的味道，就是纯正的年味儿。

指导老师 沈玲玲

“迎新春”大聚会
龙津实验学校406班小记者 葛书亦

初五一大早，我和爸爸妈妈早早起床，出发去华岭花果山农庄。

大家来得都挺早，由小奶奶组织，已经在折叠圆扇，装饰农庄的大厅。

伯伯叔叔们在使劲地吹气球，圆鼓鼓的一个个，真好看。把折好的圆扇和气

球挂在大厅的边上，一下子，新年的气氛就显示出来了。

“迎新春”的重头戏开始啦！每人搬好椅子围成半圆坐在一起，第一个

节目，就是我的古筝独奏，我给大家演奏了《新年好》《旱天雷》等曲目，大家

被我的琴声迷住了。接下来，有哥哥的英文独唱，小姑姑和姐姐的合唱，还

有8岁弟弟演唱的儿歌……

《击鼓传花》游戏开始了，传到谁谁就来猜谜，猜出来的还可以奖红包一

个。只听“叮叮叮”花传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飞快地给了旁边的姐姐，姐姐没

接住掉在地上了，刚好声音停了，所以花算我的。主持姐姐给我猜了一个谜

语，聪明的我一下子就猜出来了。嘿嘿，我获得了一个红包，真开心。最后

一次时，嘻嘻，我和妈妈，姐姐和姑姑又胜出了，哈哈哈，又是一个红包。

哈哈，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有好吃好玩的，又可以增进家人的感情，又

学到了许多知识，真是一个难忘的“迎新春”大聚会。

新年吐槽会
居敬小学503班小记者 周妤雯

新年来临了，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了！包饺子、踩咸菜、贴对联……春

节既热闹又喜庆。可我要来吐槽新年，接下来就来看看我的理由吧！

污染环境
随着城市的发展，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可是一到过年，这整洁的生活

环境又重新回到了起点。春节里按照以往的习俗，每户人家都要放烟花，燃

鞭炮，来增加新年的气氛。每当夜晚那刺耳的鞭炮声此起彼落，进入梦乡

时，“砰”的一声，把我从梦境边缘拉了回来，就这样从半夜12:00到第2天凌

晨，你不时地会被乒乒乓乓的声音吵醒。每次一阵鞭炮声后，如果打开窗，

便会看见浓浓的烟直往屋里窜。你知道吗？爆竹烟花燃放会产生大量的二

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

大堵车
在春节相信大家一定会选择出游来放松自己。可是在春节外出，交通

堵塞也是一大问题。春节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滕头逛美食节。却发

现那里的路堵得水泄不通，交警叔叔们正忙着指挥车辆的秩序。美食街人

实在太多了，进出入的大门每隔10分钟，放出一批人，我和爸爸妈妈根本挤

不进去，就这样我们放弃了这次滕头美食节的旅程。

春节的问题也不少，我们要及时找到可以应对的方法。这样才能使我

们的春节更美好，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最好不要在春节期间放烟花爆竹，以

免影响居民休息。 指导老师 林琳

春节趣事之饺子篇
居敬小学501班小记者 丁小西

新春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它让忙碌一年的人们回到自己温馨的

家园。而我们一大家子也开始为晚上的团圆饭开工了。

每年的大年三十下午，我们就会和面粉、肉馅“打交道”，今年也不例

外！只见“主厨”大妈妈。倒出适量的面粉，再倒进不多不少的水，将面粉和

水融为一体，成了一团Q性十足的面团。大妈妈把它掰了一半给我，我们一

起继续揉这些面团，让它们变得更加结实。这可真是一项体力活呀，我的手

臂又麻又酸。大妈妈将这两团结实的面团塞在塑料袋里发酵。

面团也完成了发酵。这时，手巧的爷爷过来了。只见爷爷拿起一团小

面团，在上面捏了四只小脚丫，又用剪刀剪了两个小耳朵。我看到奇怪极

了，不是包饺子吗，爷爷在干什么呀？爷爷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眯眯地说：

“小西，看好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我睁大眼睛看着，爷爷巧手一转，捏

了个猪鼻子，哈哈，原来爷爷做的是小猪呀！那只小猪趴在那里栩栩如生。

做完小猪面团，我们开始包饺子了！调皮的我想着普通饺子太平常了，

偷偷地把巧克力塞进了饺子皮里，做了个巧克力馅的饺子，想看看晚上谁能

吃到这只“幸运儿”。

“开饭喽！”白白胖胖的饺子都上桌了。正当全家其乐融融之时，爸爸突

然大叫：“哎呀，这个饺子味道怎么这么怪，居然是巧克力水，难吃死了。”原

来，爸爸就是那位幸运儿呀！

浓浓的年味
居敬小学404班小记者 夏泽媛

年味是什么？年味就犹如一杯充满热意的奶茶，温暖着我们的双手；年

味犹如一湾清澈的泉水，灌溉着我们的心田；年味犹如一位智慧的长者，开

阔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打开金笔作文的大门，来感受这浓浓的年味吧！

老师拿来了年糕，只见年糕像一位位熟睡的公主，静静地躺在床上，同

学们睁大了眼睛，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过了一会儿，熟睡的年糕好像被同学们的议论声吵醒了，迫不及待地跳

进了锅，不一会儿，年糕和油就融为了一体，锅铲就像一位鼓手，碰撞着锅

底。没过多久，年糕就披上了一件金黄色的外衣。

“出锅啦！”一阵阵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仿佛年糕上沾了一点香水，这

香味氤氲在整个教室里。闻到这儿，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外婆给我吃的热

乎乎的年糕。我一尝，一股浓浓的海苔味在我嘴里蔓延开来。

望着眼前的一块块年糕，一股浓浓的年味不禁涌上心头，真令人回味无

穷啊！愿幸福感永伴在我身旁。

放烟花
龙津实验学校406班小记者 吴铠泽

春节家家户户点亮了霓虹灯，挂起了灯笼，每一条街道都变得非常热闹。

我和爸爸妈妈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准备放烟花。只见“火焰炸弹”里的

烟花像子弹一样直飞上去，飞到半空的时候突然炸开。炸开后，火焰星子向

四周散开，犹如流星雨一样落下来……接着，爸爸又拿了几根“棒子”给我，

上面写着“流星弹”。然后，爸爸给我点燃了流星弹。过了一秒，就冲出来一

个流星型的烟花，发出“啪啪啪”的声音往前飞去。

我们又放了“飞火流星”“孔雀开屏”……我乐得停不下来。

烟花放完了，一地的垃圾也整理干净了。

买年货
龙津实验学校306班小记者 张文蝶

过年大家就会想到买年货，我们家也不例外。

我们一家人去超市购买年货，一进超市就发现这里喜气洋洋，过年的气

氛真足啊！这里到处都是买年货的人，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大家大

包小包的年货都往车里塞，仿佛都不要钱似的，我也挑了很多最喜欢的东

西。到收银台结账时只见一辆辆“小火车”排着长长的队伍着急地等待着。

在这个热热闹闹的节日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最后，我们买完了要用的年货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小记者心中的年(3)

爱尔光明护眼课堂

过大年
实验小学506班小记者 胡子逸

我们宁波过年有很多习俗，比如吃年夜饭、放爆竹、走亲戚……在过年

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有很多身份的人，现在就跟我来看一看吧！

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吃货，我当然不会放过如此美味的年夜饭！最先上

来的是一些开胃菜，我只吃了一些小鱼干。终于等到了酒酿小丸子，一上桌，

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起大勺，大口大口地把小丸子吞了下去，太美味

了！我要给这盆酒酿小丸子打好评！

我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顽童。吃完年夜饭应该放爆竹了，我喜欢玩和

火柴盒差不多大小的爆竹。我和奶奶在逗小狗的时候，我拿出一个小爆竹，

往小狗脚边一扔，小狗惊叫了一声，跑到了奶奶的脚边，我在一旁若无其事地

玩着小石子，不时望一望小狗，小狗也用那生气的眼神看着我。真好玩，我又

想要再扔一次，这时，我的奶奶转过头来，我像一阵风一样溜之大吉了。

当然，走亲戚也是少不了我这个“小财迷”。我一进舅舅家，就看到了长

辈准备发压岁钱，于是立马拉着小弟弟跑进房间去领压岁钱了。

这一次次的春节，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次不同的享受。

过年
锦溪小学305班小记者 卓天宇

过年啦！一个个烟花从大地妈妈的手中飞向了天空爸爸的怀抱里。

大街上，大家都忙着贴春联、剪窗花，不亦乐乎。

晚上，我们家早早地吃好了年夜饭，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准备观看春节

联欢晚会。今年的节目丰富多彩：有让人疑惑不解的魔术表演，有搞笑有趣

的小品节目，还有时尚动感的歌舞表演……快到半夜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

我们就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烟花冲到公园里去燃放。一个个烟花从烟花筒中

冲了出来，像是一架架战斗机在向天空发射导弹一样。天空中的烟花五光

十色，美丽极了。有的像是一朵朵绽放的菊花，有的像圆圆的皮球，有的像

流星雨，各式各样好看极了。新年的夜空被绚烂多彩的烟花照得灯火通明！

新年的夜空真美呀！希望明年的春节快点来到！ 指导老师 王光飞

做灯笼
锦屏中心小学204班小记者 裘媛晟

过年啦，我和爸爸联手做了一个漂亮的小灯笼，它很像爷爷挂在大门前

的一对，快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把竹条围成4个大小形状相似的圈儿，并且相互间距大致相

同，固定它们。从上往下看，像雪花形状。然后，把两根短又宽的竹条都围

成小一点的圈儿，作为底座，扎牢。紧张的时刻到了，爸爸往灯笼架中间伸

进一根细长的竹条，一端与灯笼架固定，另一端开始往下压灯笼架，我捂着

眼睛不敢看，怕竹条断掉，哇，居然没断，而且灯笼架变扁了，像个大南瓜，真

好看呀！我兴奋地又蹦又跳，手提起它又放下它，东瞧瞧西摸摸。

接下来开始糊纸了，由于爸爸和我都是第一次做灯笼，糊纸过程没有想

象中的简单，爸爸刚开始做错了好几次，浪费了不少纸，但是我相信爸爸一

定能做好，最后，总算糊好了，费了三四个小时，感觉做个灯笼真不容易啊！

现在开始我的拿手好戏了——画画，我先画了只可爱的小猪，手里提着

鱼灯笼，再画了几条跳出水面的小鱼。哈哈，画完了，又剪了个”春”字吊在

下面，我兴奋极了，十分仔细地端详着做好的灯笼，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放烟花
新城实验小学202班小记者 傅竞颐

过年啦！哥哥带我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放烟花。哥哥拿出猪猪烟花点

着。只听“哧哧”声，烟花就喷了出来。一会儿喷出金灿灿的星星，一会儿喷

出红艳艳的星星……五彩缤纷，漂亮极了。哥哥又拿出一根“金箍棒”烟花

叫我拿着，哥哥拿出打火机帮我点着。我紧张地等着烟花喷出来。突然间

“砰”的一声，火星窜了出来，射向空中变成了一朵盛开的花，五颜六色，美极

了。虽然放烟花我有点害怕，但是我很开心。

玩转九宫标准数独
第四课 行列排除法

这是寒假数独课程的最后一课，我们将要学习行列排除法。例 7主要运

用行列排除法和宫内排除法，例 8则需要综合运用学过的 5种基本方法，请大

家结合视频讲解，尝试解答。当然，掌握了这 5种基本方法之后，还有更高的

难度等着我们去挑战。

例7. 九宫标准数独。 练习7. 九宫标准数独。

例8. 九宫标准数独。 练习8. 九宫标准数独。

度数上升，眼睛还累
问题竟出在眼镜上

专家提醒：医学验光和普通配镜不是一回事！
一年多时间里，双眼度数从 200度增加到 300多度，眼睛还又累又酸

胀，在爱尔光明眼科医院，11岁男孩小朱（化名）的视力变化让医生深感

惋惜。而造成这些变化的，竟是一年多前妈妈带小朱去眼镜店配了一副

眼镜。

去年3月，小朱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考虑到可能是度数加深了，妈

妈带他到眼镜店配了一副新眼镜。可是，新眼镜让小朱吃不消：虽然看得

清楚了，可眼睛特别累，而且总有酸胀感。于是妈妈带小朱来到爱尔光明

眼科医院宁波总院就诊。接诊的是该院蒋红燕主任，经详细检查，蒋主任

发现，小朱左右眼分别有 350和 325度的近视，双眼还各有 50度的散光。

而他戴的眼镜却有400度。小朱的种种不适正是过度矫正所致。

无独有偶，这样的事例在爱尔光明眼科医院奉化院区也有发生。配

来的眼镜度数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这是因为许多眼镜店验配眼镜只

有电脑验光和插片验光两个步骤，而没有进行医学验光和视功能检

查。”对此，该院视光与小儿眼科刘群医生解释。

那么，医学验光和普通配镜有哪些区别？刘群医生罗列了以下几

点。首先，医学验光会先排除眼病，除了近视，眼病也可能导致视力下降，

但眼镜店不具备检查眼疾的专业条件，需要专业的眼科医生进行检查和

判断。其次，医学验光中散瞳是必要环节。少年儿童处在视力发育的关

键时期，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强，很多早期假性近视是由于疲劳用眼睫状

肌难以松弛，只要经过短暂的休息就可以恢复，这一部分度数不该算在

内。未经散瞳一方面可致假性近视“弄假成真”，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真性

近视患者配镜度数过高，引发不适，导致度数增长过快等，然而眼镜店里

配镜一般缺少了这一环节。再次，医学验光必须结合视功能检查，医生据

此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再根据视觉功能评估结果及屈光状态，开具合

理的验光处方，必要时还要转诊。这一流程需要视光医师或眼科医生来

完成。普通配镜往往忽略了这项重要的检查。

最后对于不想给孩子戴眼镜的家长，刘群医生建议可以考虑验配角

膜塑形镜。但需要注意的是，验配角膜塑形镜有着严格的要求，请一定要

前往专业眼科医院进行。

过春节
龙津实验学校103班小记者 黄钰琪

春节到了，小朋友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开开心心地出门给长辈拜年

了。元宵节的时候小朋友们还提着各种各样的灯笼，有桃子型的，有南瓜

型的，还有兔子型的，所有人都玩得很开心。过年真好啊，我好想每天都是

春节呀！ 指导老师 毛亚明

除 夕
锦屏中心小学405班小记者 周汪涵

除夕前一天，我就在为除夕之夜做准备。

写福字、写春联。下午我和妈妈一起贴窗花，窗花是红色的，象征红红

火火，窗花上还有许多精美的图案，有古色古香的窗棂、有争奇斗艳的花朵、

还有绿油油的叶子……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窗花最中间特大号的“福”字。

晚上我和妈妈一起在楼下放烟花，我迫不及待地点燃一根，还没有甩动，我

就被仙女棒释放出来的金灿灿的光点吸引住了，棒子的前端闪闪发光，而且

从闪闪发光的地方又向四面八方射出许许多多的小光点，好似一颗颗闪耀

的流星。这时，我手持仙女棒甩动着，仔细一看，发现那闪闪发光的小光点

后面，竟跟着一条长长的小尾巴，可爱极了。我顿时心想：我可以利用这一

点画图形，那多有趣！我先画了一个大圆圈，那光点向外射出，真像一个大

太阳啊！

除夕之夜，我们跟着春节联欢晚会一起倒计时，当数完数，我耳边顿时

想起了两种声音，一种是新年幸福的钟声，另一种是窗外喜悦的鞭炮烟花

声，这预示着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充满希望。

萧王庙庙会
居敬小学503班小记者 毛可馨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三，是一年一度萧王庙庙会的日子，庙会历时已有千余

年，萧王庙庙会是奉化境内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民俗文化活动，是融合

民间艺术、宗教信仰、文化娱乐为一体的传统文化盛会。

一大早，街上就已经人潮攒动，游行的队伍拿着庙旗、彩旗，贡品和各式各

样的灯笼，一路向萧王庙走去。瞧，后边还有一列身穿红衣，头戴红巾，手上拿

着“兵器”的人，他们身后抬着的正是福猪福羊，它们的嘴里都含一颗苹果，头

顶一朵大红花。听妈妈说，摸一摸这一只大肥猪，今年就会走好运，怪不得大

家争先恐后地去摸了，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摸了摸那猪的大腿和屁股，它们

很光滑，好像打了油似的。

终于到达山上了，萧王庙殿宇古朴而雄伟，建筑面积共有1400平方米，两

侧各 5间厢方，制作规整。屹立陡坡，气势巍峨，内多石雕，千条龙盘柱而下，

神态各异，气韵生动，庙门前左右墙上有“龙”“虎”大字各一，径达 2.5米，笔力

雄健奔放，系清代书法家毛玉佩手书，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气质、神韵。

据说，北宋年间，奉化连年大旱，发生大蝗灾，勤政为民的奉化县令萧世显为此

奔走田间，不辞辛劳，带领百姓捕蝗，可最终因积劳成疾，中风猝逝。百姓不忘

其德，为萧世显建庙塑像，世代拜祀。

每年的正月十三到十八都要举办一次隆重的庙会，庙门前要连唱六天六

夜的大戏，还有各种小吃，真是热闹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