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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事做起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204班
张恩钰(证号2022215) 指导老师 王琳芳

我的妈妈是浦江商会的秘书长，今年的春节虽
然不能出门，但是她每天在家都很忙。她一直在网
上找口罩、买口罩，要发给商会里的人。我看妈妈这
么忙碌，很想帮妈妈，妈妈就让我拿着纸笔坐在她边
上帮忙记录。

妈妈打开一个个网站，搜索着口罩，好多英语，
我看不懂。只听到妈妈说了句：“加拿大4元。”我没
有听懂，但还是赶紧用拼音写下来。妈妈又说：“印
度3元，新加坡没有，比利时7元，越南5元……”我
歪歪扭扭写了满满一张纸。然后妈妈又开始打电
话了。打着打着做了个记下来的手势，我就赶紧开
始写：杭州医用3元5角，95号8元……虽然我完全
听不懂妈妈在说什么，但是我想妈妈让我写下来的
肯定是有用的东西。

电话打完了，妈妈看了我写的纸，夸我记录
得很对。我很高兴能帮妈妈做事了。然后妈妈
在纸上又写写画画，打了好几个电话，告诉我已
经定好了1万个口罩。我吓了一跳，1万是一个
很大的数字。妈妈说，需要口罩的人很多，所以
尽量多备一些。

接着，妈妈又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文件，全都是
商会的企业名单。妈妈开始在每个企业后面写数
字，又拿着计算器。妈妈要计算好商会用多少，捐
医院多少，如果还有多的可以捐给学校和养老院。

看着妈妈那么认真，我也很想为社会做点事。
于是我让妈妈把外公外婆给我的零花钱都捐给了
慈善总会。我很开心，虽然我和妈妈不是医务人
员，也不是记者，但是我们也可以为抗击疫情做点
小事情，为祖国献出一点爱心。

外婆的耳朵
慈溪实验中学初一（3）班
宣文澜（证号2022698）指导老师 胡罗杰

外婆的听力一天比一天差了。
在我的记忆中，外婆一直都是个“顺风耳”。小

时候，我常和外婆一块儿睡午觉。外婆把闹腾的我
按在床上，我就假装闭上眼睛。等外婆睡下后，我心
里开始打小算盘：都过这么长时间了，外婆应该睡着
了吧？可以趁机偷偷溜出去看一会儿电视。

我先把一条腿伸出被窝，另一条腿也伸出去，
缓缓支起身子，床发出轻轻的“咯吱”声。外婆立刻
翻了个身，抓住我的手腕，问：“干吗去？”我心陡然
一震，说：“去……去洗手间。”

此后，我再也不敢动歪脑筋了，我更加坚信：外
婆是个“顺风耳”。

可最近我却发现，我和妈妈问外婆问题时，外
婆的回答总是驴唇不对马嘴。早上，妈妈想要炸油
条，大声地问外婆：“楼下还有几瓶油呀？”外婆一
怔，说：“我都可以。”我哭笑不得，却又隐隐感到担
忧。我走到外婆身边，大声地又问了一遍，她才恍
然大悟：“哦哦，原来是问我这个啊。”

外婆老了，听力越来越差了，但我，长大了。
老了的外婆，总是坐在阳台，任阳光笼罩全身，

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像是在回忆往事。一次，我
拿我小时候的照片给外婆看，她竟能准确地说出这
张照片是何时何地谁拍的。但外婆听不清妈妈刚
刚让她浇花的事，刚说过的事，她马上忘记了。

我希望外婆依然是“顺风耳”，但这已不可能
了。外婆听不清，我愿意离得近些，再近些，大声说
出来，让外婆听得清清楚楚。

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当外婆的耳朵。

家的幸福，不在于金钱的多少，它
来自我们对每一件细微小事的快乐体
验。我家的故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
事，可幸福就在其中。

我是“小老师”
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云石校区404班
施睿萱(证号2021793)

紧张而忙碌的期末考试之后，就迎来我
们期盼已久的寒假生活了。

休学式那天，数学老师布置作业，其中
一项寒假作业是要我们给爸爸妈妈出一份
试卷，然后让爸爸妈妈做，我们批改。听到
这个作业，我的心里乐开了花，脑子里不断
浮现出妈妈看着试卷无从下手、抓耳挠腮的
狼狈样子。

刚跨进家门，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出试
卷了。出完填空题，我的胳膊就酸了。原来
出试卷是一门技术活啊，既要体力也要脑
力。“我可不能气馁，得出一份有难度的试卷
让妈妈瞧瞧！”想到这里，我撸起袖子继续加
油。我特意多出了几道“陷阱题”。一想到
妈妈马上就要掉到我精心设计的“陷阱”里，
我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总算把一套试
卷出完了。我理直气壮地对妈妈说：“妈
妈同志，做题之前我要和您约法三章：一、
如果你把题目看错了，请把那道题目抄
100遍；二、如果你计算错误，那么就罚抄
计算题200道；三、如果你漏题了，这道题
也要抄100遍。”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地对我
说：“原来你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我
可不会像你这么马虎的！”说完，妈妈就认
真地开始了答题。

没过一会儿，妈妈就把试卷做完了。她
非常认真地检查了一遍，信心满满地把试卷
交到了我这位“小老师”的手上。我用从未
有过的认真态度批改，恨不得把妈妈写的字
每个都看好几遍，坚决不让任何错误逃过我
的火眼金睛。忽然，我看到了一个单位名称
漏写。哈哈，妈妈的满分计划落空了！紧接
着，我又发现一道作图题也有错误。为了确
保批改得万无一失，我再三和书本里的答案
核对。妈妈这套试卷的最后得分是“95”分，
她认真地订正了自己的错题，并跟我说：“通
过这次考试，我也发现了自己的薄弱环节，
活到老，学到老，谢谢你，小老师！”听了妈妈
的话，我心里乐开了花。

战“疫”一线的外公
北仑区博平小学205班
李之(证号2023301) 指导老师 蔡飞英

我的外公今年61岁，个子高高的，长得
很魁梧，一点都不像一个老年人。外公是一
名老党员，去年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这一次全国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我们
镇上严加防护，每个村口都设了卡点，24小
时有人轮班。我的外公也积极参加了这一
次的防疫战。外公每天早出晚归，戴着口罩
去村口各个卡点巡视，每次我们吃好晚饭外
公才回来。有几天外公被安排守夜班，每天
夜里十二点多才能回家，有时候我都已经睡
着了。外公为了不把外面的“危险”带给家
里人，每天都一个人睡在楼下，让我们都睡
在楼上。吃饭也是一个人单独吃。

如果疫情不结束，外公就要每天战斗在
前线，非常辛苦！真希望我们能早日把病毒
赶走，也让所有战斗在一线的人都能早日回
家团圆！我也为有这样的外公感到自豪！
我爱我的外公！

今天我下厨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504班
张黍羽(证号2020602) 指导老师 孙轶平

中午由我来下厨。系上围裙，我俨然大
厨一样，把采购好的食材排列在砧板旁，就
开工了。

首先做的是青椒肉丝。我把青椒和肉都
切丝，肉腌好，青椒去籽，就可以下锅翻炒，炒
熟后再加上佐料炒匀，便出锅装盘了。

很快就轮到做凉拌木耳了，这是我最拿手
的菜，百吃不厌。之前好朋友柠檬吃过一次，
回家后便念念不忘，觉得别人拌的木耳都不好
吃。我先把木耳放在水里泡着，然后把姜蒜切
成末，红辣椒切段，放在碗里备用。木耳泡好
了，我把它们一个一个洗干净，它们便亮晶晶
的有了光泽，像一粒粒黑珍珠般闪着光。我把
水烧开，把木耳放进锅里。它们在水中“咕嘟
咕嘟”地翻滚着，好像在抱怨我打搅了它们的
美梦。待木耳滚熟后，我便捞出它们，装在碗
中，加上姜、蒜、辣椒、香油和醋一拌，香气扑
鼻，钩出了我的馋虫。

所有的菜都上桌了，大家狼吞虎咽，都说
好吃。尤其是爸爸，充分发挥了“推土机”的
作用，一口气吞下两碗饭，把所有的菜都吃得
精光。虽然很累，但我心中却有一股莫名的幸
福感涌上心头。

我的弟弟
镇海区庄市中心学校202班
华嘉豪(证号2022984) 指导老师 洪婷婷

我的弟弟长着一张圆圆的小脸，牙齿漏
风，嘴巴是樱桃小嘴，虎头虎脑的，可爱极了。

他经常学我说话。我读课文的时候，弟弟
就跟着我读，他真是一个小跟屁虫。

弟弟可调皮了。有一次，弟弟把我最喜欢
的铅笔给扔进垃圾桶里。我生气极了，火冒三
丈地瞪着他，向他吼道：你干吗把我的铅笔扔进
垃圾桶？弟弟吓得撒腿就跑到妈妈那边去了。

虽然我的弟弟很淘气，可是我还是很喜
欢他。

献给妈妈的诗歌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404班
屠宁佑(证号2022270) 指导老师 杨黎黎

那些事——
是永不褪色的记忆：
在与家百米之外的西大河，
在有着浓浓书香的培菊图书馆，
还有那装满沉甸甸爱的一日三餐。

母亲啊！
儿时的蹒跚学步，
我会紧紧抓住你的衣角；
少年攀登时遇到了重重大山，
我会沉醉于你绵绵的抚慰和谆谆的教诲。

致敬
海曙中心小学205班
丁跃洋(证号2023103)

对决
宁波市实验小学202班 黄璟晗（证号2021819）

de故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