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记者

A152023年8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王琛 徐徐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 照排/余佳维

生活是一本多姿多彩的相册，记录了许多美
好的瞬间；生活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浓缩了我
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其中有欢笑，有失落，有进
步，也有挫折。每每想起这些珍贵的回忆，我的
心海便会泛起层层波澜……

珍贵的回忆

团扇
镇海区静远小学104班
范楚雯（证号2332500）指导老师 林秋艳

大马戏观后感
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306班
焦钰涵（证号2332495）指导老师 陈丽萍

漫长的暑假已经过了一半，爸爸妈妈带我来
到龙之梦乐园看国际大马戏《魔镜之旅》的表
演。我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节目，心情又紧张又
兴奋。

一进门，发现场内早就坐满了人。我们好不
容易找了一个位置坐下，突然，灯光暗了下来，从
左右门洞里出来几个小丑，他们用夸张滑稽的方
式一蹦一跳地来到观众群中，和热情的观众们互
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随着小丑的离开，正式演出的序幕拉开了。
《魔镜之旅》一共分为四个篇章，有变化莫测的无
人机表演，有难度极高的空中杂技表演，还有滑
稽可笑的跳水表演，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幽
谷仙踪》篇章里面的小黑熊表演。

灯光渐渐暗下来，幽静的音乐响起。突然，
一道黄光从舞台中央射了出来，如同箭一般，刺到
我的眼前。六位工作人员带着六只小黑熊上台，
只见那些小黑熊随着音乐舞动着它们圆滚滚的肚
子，其中还有只不停地晃着它的小脑袋。表演完
舞蹈，小黑熊又拿出了它们的绝活，随着两位工作
人员整齐划一地甩绳，小黑熊在里面淡定地跳了
起来，一个两个三个，天呐，真是太厉害了！表演
完，小黑熊们还不忘向观众鞠躬表示感谢。

八十分钟的演出转眼就结束了，我还沉浸在
刚才的表演里，久久不能忘怀。

忙趁东风放纸鸢
北仑区顾国和中学307班
郑允泽（证号2332239）指导老师 马媛媛

要问我春天最喜欢做什么？莫过于放风筝
了。

自从妈妈给我和妹妹买了个奥特曼风筝后，
我们就有点迫不及待了。好不容易等到了周末，
终于可以带上我们最心爱的风筝到百灵公园
了。没想到公园里放风筝的小伙伴还真多呢！

“他们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妹妹羡慕极了。
“我们一定要把风筝放得比他们高！”我信心

满满地对妹妹说。
我一手拿着线轴，一手拿着风筝的线，数了

三个数，让妹妹把风筝放上去，可尝试了一次又
一次，风筝总是不听话。妈妈在一旁看不下去
了，神秘地笑了笑：“你们知道吗？放风筝有个技
巧口诀呢：‘风筝下沉，则轻提之。风筝倾斜，则
徐带之。风筝右偏，则右掖之。风筝左偏，则左
掖之。’”我好奇地问：“什么叫‘掖之’呢？”妈妈
说：“‘掖’古时是旁边的意思，‘掖之’意思就是风
筝向右偏时，将风筝线向右横拉，风筝向左偏时，
将风筝线向左横拉。”

说完，她让我拿着风筝的提线，迎着风向前
边跑边看，直到感觉风力足够，再停下来慢慢放
线……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风筝终于飞起来
了。慢慢的，我掌握了其中的技巧，放风筝的技
术越来越熟练，风筝越飞越高，成了天空中最亮
丽的一道风景线。

原来放风筝也需要技巧啊，你们记住放风筝
的口诀了吗？

包饺子
慈溪市观海卫镇卫前小学402班
柴易辰（证号2330240）指导老师 王瑜

饺子是深受我们喜爱的传统特色食品，又称
水饺。是中国民间的主食和地方的小吃，也是很
经典的年节食品。

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冬至吃饺子是
习俗，也是一个家庭生活的节目。

我们家决定晚上吃饺子，于是准备好了面
团，因为要吃茴香馅的，所以又准备了茴香粉和
猪肉。首先将面团揪成大小差不多的小团，撒上
面粉，然后将所有小团用擀面杖擀成又圆又薄的
饺子皮。接着做馅儿，把茴香洗干净并将叶片儿
切碎，把肉剁细，撒入调味料拌匀，再加入切碎的
茴香调成馅料。下面就开始包饺子了，先拿起一
张饺子皮，把一小团馅放到饺子皮当中，再在饺
子皮周围放上一点点水，然后对折，用手在边缘
轻轻捏压，丰满又可爱的饺子就做成啦。饺子包
好后，下锅煮20分钟即可出锅，香喷喷的饺子就
完成了。咬一口，肥瘦搭配的肉馅中带有浓浓的
茴香味，好吃极了。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饺子也成了众多
人的喜爱。

她嗔怒了
鄞州区江东中心学校华光校区504班
邱琦涵（证号2332422）指导老师 沈洁

欣欣在桌子前低着头写作业，长长的刘海遮
住了漂亮的眼眸。“欣欣吃饭了！”哥哥走进房间
里，大声地喊着欣欣。欣欣盯着作业本，眼角瞟
了瞟哥哥，努起了嘴，旁若无人。看到这般模样，
哥哥玩笑般地拿走了放在桌上的娃娃。

看到消失的娃娃，欣欣猛地站起身来，双手
叉腰，眉毛皱到了一块儿，拧成了一个“川”字，鼻
子一耸一耸的，洁白的皮肤透出红来，眼珠死死
地盯着哥哥。哥哥看着欣欣的脸忍不住笑了，溜
了出去。

“欣欣，快来吃饭。”妈妈的声音从餐厅传来，
欣欣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怨恨的目光射向哥
哥。她来到座位上，一声不吭，双手紧紧地抱在
胸前，妈妈看了，忍不住一笑：“谁又惹你啦！”欣
欣“凶恶”的目光向哥哥投去，一甩头，嘟起殷红
的小嘴，小声念叨着：“还能有谁？”妈妈笑着对哥
哥说：“快还给她！”哥哥只好拿出娃娃，举到欣欣
面前。欣欣接下娃娃，“砰”一声甩上了房门。

无奈，哥哥只好来到门前，小心翼翼地敲房
门：“对不起啊欣欣！”欣欣在房间里，小嘴努到一
边，狠狠瞪了一眼哥哥，眉毛却缓和下来了。

就这样，这对欢喜兄妹又和好如初了。

一起去植树
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207班
胡哲豪（证号2330415）指导老师 陈颖盈

春天是植树的季节，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
的，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们相约来到森林公园
植树。

我们把扛来的小树苗放在一边，找了一块空
地。首先，我们拿起铁锹卖力地挖着树坑。我们
挖呀挖，一个树坑终于挖好了。我们小心翼翼地
把小树苗移入坑里。紧接着，我们用力挥锹填了
几锹土。然后，我给小树苗浇上了清凉的水。我
们站到几步之后，仔细看了看，觉得不是很直，就
上前把小树苗扶正，就这样，一棵绿油油的小树
苗栽好了。我们还不忘在小树苗旁边立了写有

“保护树木”字样的牌子。
一阵风吹来，我们胸前的红领巾像树上开放

的一朵朵红花。擦擦头上的汗，抖抖鞋上的土，
让暖和的春风轻轻地吹拂，让小树苗在阳光的照
耀下茁壮地成长吧！

春天是植树的季节，所以一听到春雨的声
音，我们就想起植树。

记忆中的冰雪
慈溪实验中学708班
沙子涵（证号2330271）指导老师 胡罗杰

我站在窗前，东风把雪花吹到我看不见的地
方，静静地化成了水。窗前的雪花那样缥缈，随
着寒风来到远方;窗前的雪花那样轻盈，伴着东
风跳起北方期盼的舞蹈。三年的思念都化为了
清风与这漫天的雪花交相辉映，我望着这片记忆
中的地方，心中百感交集。

马路上，风呼啸而过，把刚落在地上还未消
融的雪花吹起，吹成了一条白线，好似海风轻吹，
吹出了海面上一条长长的、白白的波纹。过了一
会儿，雪花融化在马路上，地面湿润。

雪越下越大，地上虽没有白茫茫一片，但空
中的雪花却十分密集，以极快的速度，把这片喧
嚣的土地迷蒙。远处，天是白的，地也是白的。
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眼前，雪洋洋洒洒，
雪花像跳跃的白色精灵，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来回
跳跃，跳在草地上，草地上很快白茫茫一片；跳在
树上，树很快被装扮成纯洁的美少女；跳在车上，
车很快就被盖了一层银色的棉被；跳在路灯和红
灯笼上，红白相间，别有一番韵味。

看着记忆中的冰雪，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无数
我与这片土地的故事，眼眶一酸，回身紧紧抱住
了身后的外婆……

记忆中的老蒲扇
鄞州区惠风书院405班
卓冠遥（证号2330626）指导老师 陈露娜

忽然想起它，是在前年夏天，停电了的时候，
那一把小小的，陈旧的蒲扇无端入梦，让人忆起
了天真稚嫩的时光。

那时，我还在读幼儿园，暑假寄住在爷爷奶
奶家，热得要命。我呢，常常跑到阁楼里去。有
一次，我从阁楼最里面发现了一把老蒲扇。那蒲
扇又轻，扇的风又大，比那咔咔直响的风扇好多
了。那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组建了“捣蛋
特种部队”。我拔几片鸭毛粘在蒲扇上面，一摇
一摆地当军师，自称是诸葛亮的羽毛扇。摇蒲扇
的“诸葛遥”鬼点子特多！我们一会儿往爷爷的
茶里放醋；一会儿在河对岸对飞舞的蜻蜓扔石
子，用网捉，对外宣称是防卫战；奶奶捣衣时，咱
几个拔下一根柳枝，放在水里搅啊搅，然后在水
里玩打水漂，等被发现了，就认个错。每次我挥
动蒲扇，一会儿喊左，一会儿喊右，真有点丞相练
兵的样子，可骄傲了。

再后来，我长大了，有点懂事了。我再次来
到阁楼上，拿出扇子，给爷爷奶奶扇风，一起说
笑。那朴素不加修边的蒲扇挥动着，爷爷奶奶的
笑声回荡在我的心田。

可现在，爷爷奶奶搬家了，老蒲扇成了收藏
品，深藏在地下室的杂物间，况且，现在去爷爷奶
奶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今年假期，我总算有机会去爷爷奶奶家，我
望着蒲扇，仿佛重回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