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喜爱家乡
的理由何止千百条。家乡是生命的摇
篮，记载着我们的人生轨迹。家乡，除
了她固有的可爱之外，也被注入了情感
的内涵，这种情愫已经融进了我们生命
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家乡

小记者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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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
慈溪市慈吉实验学校513班
孙晨禧（证号2201942）指导老师 姜志华

我的家乡
慈溪实验中学初二（9）班
姚佳璇（证号2201780）指导老师 谢昭莉

我的家乡地处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这
里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宛如东海之滨的一颗闪
亮明珠。

慈溪拥有悠久的青瓷文化。越窑开窑时，
唐朝诗人陆龟蒙更是写下“九州风露越窑开，夺
得千峰翠色来”的佳句来赞扬它。走进上林湖
越窑博物馆，最惊艳的莫过于“三足蟾滴”了，青
翠的蟾蜍昂首挺胸，蹲坐在一张“荷叶”上，后背
微隆，嘴口微张，仿佛立马就要跳起来。那秘色
光泽今人眼前一亮，又一眼难忘，不愧是国家级
的宝物啊！

下午，我们驱车来到鸣鹤古镇。漫步在狭
长的石板道路上，一股古色古香的气味迎面而
来，高大的马头墙上苔绿斑斑，仿佛诉说着古镇
昔日的绚烂与辉煌。远看，一座座石拱桥横跨
在河面上，半圆形的桥洞与河中的倒影巧妙地
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深沉的圆，圈住了这
古城悠久的文化。夕阳西下，余晖洒向慈溪这
座美丽的城市，为这座城市笼罩上一层金纱。
我走在文化长廊里，望着那一张张照片，一段段
文字，无不向我们诉说着慈溪这座城的美好品
质：勤劳，坚持，包容，孝顺。

无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心中总会有一块
地方存放着家乡的回忆，我们与家乡的联系也
如藕丝般，切不断，剪不掉。

漫游南塘老街
鄞州区中河实验小学402班
陈昕璐（证号2201695）指导老师 翁朝妃

南塘老街是宁波的一张耀眼的名片。今
天，我就和小伙伴一起目睹了它的风采。

走进景区大门，我们就看见了一座壮观的
木质门楼牌坊。尖尖的屋角翘起来，像展翅飞
翔的老鹰。在牌坊的正中间有块匾额，上面写
着“南塘老街”四个大字。牌坊下面挂着一个个
红灯笼，像一串串冰糖葫芦，非常喜庆。

穿过门楼牌坊，一条悠长的石板路映入眼
帘。石板路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房子上的
门窗雕刻着许多美丽的字和图案，有“大”“福”
字，有花瓶、孔雀、鲤鱼等等。各种图案惟妙惟
肖，生动极了！建筑门前的小盆景，郁郁葱葱，
造型各异。瞧，它们正热情地向人们打招呼，欢
迎大家的到来呢。石板路两排的建筑大部分都
是商铺，这里的美食不仅最有宁波特色，而且非
常美味。

南塘老街古色古香，透着浓浓的民风民俗，
值得一游！

家乡的年味
高新区实验学校翔云校区404班
王得照（证号2200951）指导老师 蓝海燕

每到过年，我就特别思念家乡的年味。
每天跟奶奶视频，奶奶都会跟我们念叨又

做啥好吃的了。年前个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
大扫除。有些人家养了年猪，杀好的年猪会早
早地被腌制成美味的腊肉。风干的腊肉，咸香
可口，配上冬笋、豆腐等菜肴，别提多美味了。

家家户户早早地就开始备年货，备齐各种美
味菜肴、过年要放的鞭炮、新春对联等等，让人早
早地就感受到这又将是一个热闹的年。农历二
十五开始，人们就开始忙碌了，忙着做豆腐呀，裹
粽子呀，做米馃呀，做米羹呀等等，忙得不可开
交。小朋友们东家串串，西家串串，回到家，基本
上肚子都圆溜溜的了。最早的鞭炮放在小年，傍
晚的时候，大家就跟比赛似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热闹的气氛中。

好思念家乡的年味，希望过年可以和爷爷
奶奶团圆，大家一起过一个热闹团圆的年。望
着窗外的小雨，我的思念又加重了。

乐活匡堰，未来有我
慈溪市匡堰实验学校601班
高熠雯（证号2201990）指导老师 陈莉亚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而作为匡堰人，
我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越州有湖，名上林，湖畔有窑，名越窑。匡
堰因地制宜，传承非遗，使越窑青瓷成为慈溪的
一张重要名片。作为青瓷瓯乐爱好者的我，参
加了“传承文明，五育共举”活动，走出校园，走
向自然，在上林湖畔演奏出清脆动听的乐曲，传
承和弘扬了家乡的传统文化。

近几年来，我多次参加农事体验活动，感受
到劳动的艰辛的同时，不禁感叹现在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我也有幸参加了“共富共美，春暖匡
堰”志愿者服务活动，通过现场讲解法律知识、垃
圾分类知识、社会保险、禁毒知识等一系列活动，
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还增加了荣誉感和使命
感。

未来属于少年，希望寄予少年。我要努力
学习，发愤图强，立志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家乡的未来贡献出一
份力量，不负国家，不负时代，强国有我。

家乡的老街
高新区实验学校503班
金彦辰（证号2200839）指导老师 杨钰卿

我的家乡有一处老街，那里充满了烟火气
息。

每天清晨，你总能听到吱嘎嘎卷帘门被开
启的声音，这时，小贩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有
的杀鱼，有的切肉，有的洗菜，有的摆放东西，忙
得不亦乐乎，在他们的额头上出现了晶莹的汗
珠。没过多久，这条老街就逐渐热闹起来了。
一群老太太，每人拎着一个帆布包，优哉游哉地
走向店铺，互相还讨论着中午和晚上吃什么菜
好。他们东看看，西看看，比比价，砍砍价，直到
满意为止。

小贩们在这时最为忙碌。他们打称，装袋，
收钱，找钱，忙得焦头烂额，满头大汗，嘴巴还在
那吼着:“卖土豆了，卖土豆了，一斤两块六，一
斤两块六，便宜卖喽！”有时，顾客买的东西多出
几毛，小贩们也一笑而过，不会斤斤计较，直接
抹零。

直到人群散去，老街又恢复了平静。小贩
们仿佛是有什么约定一样，每次都是自觉将门
前的一块地清扫干净，让斑驳不堪的地面恢复
如初。

一处老街，承载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一处
老街，承载着家乡的思念。

宁波的桥
宁海县强蛟镇中心小学薛岙校区601班
王璨（证号2202043）指导老师 王倩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宁波，
她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有着丰硕震撼的
发展成果，也有着丰富多彩的人文风情。不过
今天啊，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下宁波的桥。

说起宁波的桥，最具有科技感的非杭州湾
跨海大桥莫属。它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大海
上，好像随时就要腾空而起，上天翱翔。除了杭
州湾跨海大桥这么现代化的桥，宁波也有特别
古老的桥，它就是月湖桥。月湖桥是一座石拱
桥，据说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甬城的

“见证者”，默默见证宁波的历史发展。
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小时候让我印象最深

刻的一座桥——东苑立交桥。这座桥足足有四
层，大概十几层楼那么高，四通八达的桥梁让人
眼花缭乱。记得爸爸第一次开车带我从桥上
过，我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哪是桥，分明
是蜘蛛网吧！”

宁波还有一座最有故事的桥——灵桥。灵
桥是唐朝时候建的，开始的时候只是一座浮桥，
直到80多年前才改建成桥梁。灵桥饱经风霜，
当年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过
多次，但依然牢牢地屹立在江上，就如同我们宁
波人的性格一样，意志坚强，永不服输！

你瞧，这就是宁波的桥，如果哪天你来宁波
找我，我一定带你到每座桥上走一走。

我和宁波这座城
海曙中心小学东校区506班
刘思棋（证号2201449）指导老师 曹静亚

“海定则波宁”，我的家乡宁波数千年来城
与海紧密联系，曾有无数船只从这里扬帆，沿着
漫漫海上丝绸之路走出一隅、走向世界。

宁波这座和海相连的城市，对我这个小吃
货来说，最富吸引力的就是数不胜数的美味海
鲜。雪菜黄鱼、墨鱼大烤、白灼蛏子……想起这
些，我就感觉肚子里馋虫涌动。宁波周边的海
域，海水虽然没有那么碧蓝澄澈，但对小海鲜来
说，却是绝佳的“家园”。我最爱的海瓜子就是
小海鲜中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啦！别看它长得小
巧玲珑，其实味道可鲜呢！把壳剥开，连细嫩的
肉带着咸香的汤汁一口吮吸进嘴里，鲜美的味
道顿时在嘴里化开。除了海瓜子，还有梭子蟹，
宁波人叫它白蟹。蒸蟹的时候，老远都能闻到
熟悉的香味，等到蒸好摆到盘里，壳色艳红，好
像一团火，扒开蟹壳，一股浓郁的蟹香扑鼻而
来。掰开一丝丝雪白的蟹肉，蘸点酱油、醋、姜
调成的蘸料，咬一口，柔韧丝滑中带着清香，让
人欲罢不能。

每座城都有自己特有的气质，每座城都会
给人独有的印象。对别人来说，宁波是昂扬奋
进、自信开放，充满魅力、亲和力的商埠名城，是
底蕴深厚、知书达理，保持踏实、务实作风的文
明城市。而对我来说，宁波这座城，永远是我深
深依恋的家乡，也是我满怀自豪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