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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贴对联
鄞州区中河实验小学402班
李天佑（证号2331236）指导老师 翁朝妃

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我们家也
不例外。这不，我刚起床，妈妈就拿来一大堆红
色的对联，我纳闷地问：“妈妈，不是说二十八，
贴花花吗？”妈妈笑眯眯地说：“今年我们要去外
公外婆家过年，所以早点贴，这活儿就交给你
了。”说完就把袋子递给了我。

我来到门口，先撕掉去年的对联，但我发现
去年用的是强力胶，非常难撕。我拿来妈妈的
卸甲水，用棉棒蘸取涂在胶水处，果然，对联一
下子就下来了！接下来是贴对联了，妈妈说：

“糟了，家里没有胶水了，怎么办？”这可难不倒
我，我对妈妈说：“我们可以自己做啊。”“自己
做？”妈妈怀疑地问。“对！”我让妈妈找来牙膏、
面粉、洗洁精，加一点水把它们调成面糊，安全
又实用的“万能胶水”就制作好了。

贴对联的时候，妈妈问我：“你知道哪个是
上联，哪个是下联吗？”我告诉妈妈：“上联的尾
音为仄，也就是第三声和第四声，下联尾音为
平，也就是第一声和第二声，所以我们家的对联
是，上联：人和家顺年年好，下联：平安如意步步
高，横批：迎春纳福。”

看着贴好的对联，妈妈满意地说：“你真是
个知识小达人啊，什么也难不倒你！”

河姆渡稻作文化
慈溪市慈吉实验学校203班
熊凌而（证号2330448）指导老师 卢倩荧

金桂飘香的日子里，我来到了河姆渡遗址
体验稻作文化。金色的麦田映入眼帘，像是一
片金色的海浪，微风吹来，稻谷的小脑袋随风波
动，像是在欢迎我的到来。

我戴上手套，握住老师递来的镰刀，左手抓
住一小把稻谷，右手举高镰刀挥动，我想象着自
己一把割下稻谷的帅气身影，谁知稻谷纹丝不
动，原来收割稻谷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
呀。不服输的我继续用力地挥动镰刀，连着好
几下，终于收获了一小把稻谷。

我扛着割下的稻谷来到了打谷机旁边，举
起稻谷开始用力地甩起来，每一次甩动都要把
稻谷头准确地甩到打谷机里面，这样才不会浪
费任何一颗谷粒。我甩了一次又一次，汗水从
额头落到脸颊，又落到了脖子里，等我满头大汗
的时候，终于收获了一堆谷粒。

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来之不易的谷粒收进袋
子里，抬头看看天空中的白云，好像也在庆祝我
的成功，这时候的我才真实地体会到那首诗：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难忘的经历
人生如果是趟单程列车，那么童年一定是最

纯真和美好的记忆站点。在成长的沙滩上，我们
迈开双腿，留下了一步一个脚印。回望足
迹，总有许多经历令我们难以忘怀。与大
螃蟹擦肩而过而感到遗憾、通过割稻谷
体会到了劳动的喜悦……

步履不停
◆我的家乡是横溪，是有名的古道之乡。

每周末，爸爸妈妈就会带着我爬亭溪岭古道。
从山脚向上望去，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山

路展现在我眼前。爸爸告诉我，这可是清朝光
绪年间修的路呢！我们顺着山路往上爬，两边
有许多郁郁葱葱的竹子和不知名的小野花。山
路蜿蜒曲折，到处都是参天大树，一阵风吹来，
树叶“沙沙沙”地响。小鸟叽叽喳喳地在树林里
飞来飞去，清脆悦耳的声音回荡在古道上空，更
衬托出古道的幽静。

越往上爬，山路就越崎岖，我累得气喘吁
吁，满头大汗。终于爬上了山顶，放眼望去，田
地纵横交错，实在是太美了！我往下看，发现山
底的人像小蚂蚁一样慢慢爬动，梅山公路就像
是一条巨龙盘旋在山上。在山顶不但可以看到
湖光山色，还能看到金鹅湖全貌。金鹅湖的水
面像一面镜子，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啊！我爱家乡！更爱家乡的古道！
鄞州区学士小学305班

戎易（证号2330901）指导老师 孙飞儿

◆仰天湖的清澈湖水，深秀谷的茂密森林，
水帘洞的溪水潺潺。说起四明山，你想到的一
定是这些。但金秋十月，四明山给我留下最深
印象的却是偶遇的迷雾。

刚出发时，小雨淅淅沥沥的。山路两旁都
是参天大树，郁郁葱葱，我使劲吸了吸鼻子，闻
到一股股清新的空气。当我还在流连于窗外的
美景时，爸爸大叫起来：“前面有大雾！麻烦
了！”雨越下越急，我赶紧摇上了车窗，生怕被淋
成落汤鸡。扭头往前方看去，只见我们已经置
身于大雾之中，迷雾仿佛一个邪恶的魔法师，让
大家开车玩躲猫猫。几米开外的路都被浓浓的
迷雾遮挡住，再看不出来有什么了。我心惊胆
战，连大气都不敢出。这个时候，爸爸竟然边慢
慢开车，边作诗一首：四明山庄招待所，梁弄大
糕不大甜，不畏迷雾遮望眼，只因度娘伴身边。

雨渐渐停了，旁边的树和山也慢慢显出了身
影，迷雾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有远处的山尖还留着
一团影子。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望着渐行渐远的
风景，这趟四明山之旅真是太刺激，太有趣啦！

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幸福校区402班
金玺（证号2330807）指导老师 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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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小屋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405班
王梓菡（证号2331012）指导老师 王荆

与大螃蟹擦肩而过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新河校区603班
陆辰仪（证号2330875）指导老师 马雪芳

记得去年夏天，爸爸妈妈带我去象山的东
旦沙滩玩。一到那里，爱抓螃蟹的我就开始

“努力奋斗”了。不一会儿，作为“螃蟹克星”的
我已经抓了十来只小沙蟹了。

突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只红爪螃蟹，它
正往海里爬去。我连忙蹑手蹑脚地跑到大螃
蟹身边，想把它从海边赶上岸去。大螃蟹显然
被惊吓到了，连滚带爬地向一块较大的石头爬
了过去。我也不顾一切地跟了上去，一不小
心，就摔了个“嘴啃泥”。不过，这阻挡不了我
抓大螃蟹的热情，我立马爬了起来，抹了一把
身上的沙子，继续向着那只大螃蟹追去。

近了！三步，两步，一步……就在我要抓
到它的时候，大螃蟹爬到了石头底下。我伸出
一只手去抠，可在细细的石头缝里，我的手对
于小巧灵活的螃蟹来说实在是太笨拙了。于
是，我索性大吼一声，用力将石头翻了起来，大
螃蟹闻风而逃。

我气喘吁吁、模样狼狈，但想想还是不甘
心，便再一次追上了它。忽地，眼前没有了大
螃蟹的踪影，只有茫茫沙海中的一个洞。大螃
蟹竟然挖洞逃走了！我用手扒着洞，却什么也
没有挖到……

就这样，我十分不幸地与大螃蟹擦肩而
过。

画年历
镇海区贵驷小学202班
钱赫轩（证号2331198）指导老师 樊萍萍

兔年到了，家里的年历又要换了。妈妈在
网上买了空白年历，需要自己画画。我认真想
了想，打算画个和兔年有关的年历。

我先把卷起来的年历打开，用厚书本压
平，这样在画画的过程中，四角就不会卷起来
了。我在网上找到了想要画的兔子图片，仔细
观察细节。然后拿起铅笔将兔子先画在草稿
纸上练习。有了大概的形状以后，就可以开始
画了。

我先观察了一下年历空白的位置，在空白
纸中心定位，再用铅笔轻轻地画。我先从兔子
的耳朵下笔，画了两只可爱的小耳朵，接着画
小兔子胖乎乎的脸，画上五官，还给它画了一
个红彤彤的腮红。接下来就要画小兔子的身
体了，我给它画了一双肉肉的手，抱着一块写
着吉祥的玉牌，代表着在我对新年的美好祝
愿。我还在两旁画了小兔子最喜欢的胡萝卜，
最后还给小兔子画上了一朵云朵，我觉得它就
是和嫦娥住在一起的那只小玉兔。

最后就是给年历上色了。在一个个颜色
的填充下，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就这样画出
来了。我得意地拿着画好的年历给外公外婆
看，他们都夸赞我的年历画得非常好看。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历呀！我把
年历贴在我的床头，可爱的小兔子将伴我度过
漫长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