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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三清山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505班
祝皓楠（证号2019233）

一踏入三清山景区，引吭高歌的流水、婉
转啼鸣的鸟儿、葱郁稳健的青松，都向我们发
出了热情的召唤声。而大山就像一位沉默的
老者，在云雾弥漫中若隐若现，静静地等待着
我们的进入，笑而不语。

好奇的我，漫步在山道上，边走边看。左
边是一片平静的水潭，静得像一面镜子，清得
可以看见小鱼小虾绕着水草玩耍。水底的黑
泥、闪闪发光的鹅卵石，都在欢快地舞蹈着。
向上瞧去，可以看见一排搭石在水潭中央，上
游的溪水像一条长龙从山上奔腾而下，一下
子被搭石顽皮地阻断，变成了涓涓细流。再看
右边，山泉从高高的山涧上流下，一遇到石
头，就在石头上打个滚，那气势，如同万马奔
腾，溅起一米多高的水花。在没有石头的地
方，形成了一块块会流动的“绿宝石”，一滴滴
水珠落在上面，漾起了一圈圈的水波，在阳光
的照射下，闪着粼粼的波光。

我们走走停停，不久就来到了九龙瀑布
前。只见瀑布从山崖上飞流直下，冲击着溪底
的岩石，溅起的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成了一条
五颜六色的彩虹，美丽极了！离瀑布不远的地
方，矗立着一块高高的大石头，石头上刻出苍
劲有力的“九龙瀑布”四个大字，给一旁的瀑布
增添了王者气息。大瀑布两旁，还有四五个小
瀑布。有的是涓涓细流；有的像水枪一样扫射
着瀑布底下的岩石；还有的像一张大嘴，吐出
了一朵朵亮晶晶的白莲花，让人浮想联翩。

一路走来，处处美景映入眼帘，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直醉人心。三清山风景区真是风景
如画，让人久久回味！

花草争春、笋芽出土、孩童嬉戏
……春天，是一年中最美好、最生机勃
勃的季节。春来了，在争奇斗艳的花朵
里，在青麻糍的味道里，在放飞的风筝
里。春是那么多姿多彩，我们怎能不喜
爱这美好的季节？

梨花蛱蝶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403班
陈诗琪(证号2019193) 指导老师 袁娜

岭南早春
雅戈尔小学403班
郭欣瑶(证号2000317)
指导老师 鲁业洋

青麻糍
北仑区九峰小学402班
丁一（证号2004567）
指导老师 李雪君

那是一个大晴天，外婆带着我和妹妹去田野
里玩耍。外婆发现了许多长在田埂旁的“野草”，
一边顺势拔起来，一边告诉我们，这是艾草，是
这个季节特有的产物。那是我第一次与它相见。

回家后，外婆带我们一起捣鼓这些艾草。她
先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放在大锅里煮，接着捞出
来放凉且沥干水分。与此同时，我们帮着外婆生
火，把糯米放进蒸笼里蒸熟。外婆把蒸熟的糯米
倒到一个大盆子里晾凉，我和妹妹馋了抓了一把
糯米吃，太美味了。外婆笑呵呵地看着，让我们
别吃多了，糯米不太容易消化。

不一会儿，外婆说差不多够凉了，她将糯米
放入一个大石缸里。一旁的阿太说：“这是石臼，
是我6岁的时候运来家里的。”“啊？您6岁的时
候？”我惊讶不已地说，“这东西可真结实啊！”
这时候外公拿着一个长柄的木槌过来了，他随手
拿了一团艾草放进糯米里，就用力地敲打起来。
我和妹妹看着真有趣，也想试试，无奈我连木锤
子都拿不起来，因为它实在是太重了。没办法，
我们只能当观众了。外公敲打三下，外婆用手沾
水后去翻面，然后再加点艾草，如此反复了二十
几次后，两样东西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外公一把抱起这一团，放进外婆事先布置好
的全是松花的垫子上，用擀面杖迅速地擀大、擀
平，还给了我们一个小擀面杖，让我们一起擀四
个边角。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大青团变成
了一个超级扁的黄澄澄的大正方形。我们把它切
成了各种形状，尝一口，那是混合着艾草、松花、
糯米的自然味道，让我沉醉其中！

放风筝
海曙区古林镇布政小学403班
白美琪(证号2010055)

星期天，阳光明媚，暖风徐徐。爸爸带
着我去人民广场放风筝。

我们来到人民广场，发现天空中早就
有许多风筝了。有披着红外套的金鱼，它
摆动着尾巴，好像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游
泳；还有威武的老鹰，在天空中自由地翱
翔……

我把我的“小凤凰”从车里拿了出来。
我左手拿着线轴，右手拉着线，一边飞快地
跑着，一边回头盯着风筝。爸爸把风筝高高
地举过头顶，说：“我放手了！”我奔跑的速
度慢了下来，手上的线也轻轻地拉着。我看
见“小凤凰”一会儿翻跟头，一会儿打旋，一
会儿又往前冲。突然，它向下俯冲！“不！”我
大喊一声，连忙把线轴扔给爸爸，冲过去，
想接住风筝，可还是晚了一步，风筝变成了

“大花猫”。爸爸告诉我一个秘诀：你不要顺
着风跑，要逆着风跑，风筝才不会掉下来。

我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学着爸爸的
方法，风筝果然没有再掉下来。

舌尖上的春天
北仑区岷山学校403班
崔峻岷（证号2011971）
指导老师 虞波兰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春雨降
临，春之味也就来了。

几场春雨过后，山间竹林里就会探出许
多好奇的小脑袋。在春天“营养液”的滋润
下，它们就像会魔法的小精灵，趁你不注意，
刷地就长成了一大片林子。它们，就是春笋，
是我们宁波人喜爱的美食之一。

翻开宁波本地的菜单，油焖笋肯定是一
道必备菜。这道菜，色泽金黄，香气浓郁，又
鲜嫩又松脆，香咸可口，很受人们的欢迎。

春笋炒蛋、春笋烤肉、春笋软菜羹、雪
里蕻笋丝小黄鱼……这个季节里，这些美
味总会出现在宁波人的菜桌上。看到春笋
上桌，我就知道，春天来了。

在春天的山间田野里，除了春笋，还有
一种绿色植物，焕发着蓬勃生机，那就是艾
草，宁波人俗称“青”。这种绿色植物听起来
和食物毫不相关，却被宁波人制成了各种
美食：清明粿、青麻糍、青团……这些原本
用于祭祀的食物，已经成为人们在这个季
节里最爱的点心和主食。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青团了。轻轻咬一
口绿油油、圆乎乎的青团，细细品尝：软糯香
甜，Q弹不粘牙，带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沁人
心脾。再用力咬开整个青团，顿时，一股芝麻
的浓香扑鼻而来，紧接着，热乎乎的芝麻馅儿
从里面流出来，布满整个口腔，幸福感满满。

春，在美景中；春，在鸟鸣中；春，在万
物复苏中；春，也藏在美食中。

寻找春天
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世纪苑校区403班
陈欣悦(证号2000517)
指导老师 李敏

一天，妈妈说带我去寻找春天的足迹，我
开心极了，心情就像阳光一样灿烂。

我们戴好口罩来到夏禹公园。远远望去，
那黄色的在绿叶中若隐若现的是什么啊？原
来是春天的信使——迎春花。在它旁边还有
一株连翘，开的也是黄色的小花，两者远远看
去还挺像的，但仔细观察，还是有区别的：迎
春花基本是圆形的，而且有两层，枝干是像垂
柳一样垂下去的；而连翘的花瓣是像鸡嘴一
样尖尖的，有四瓣，枝干是往上生长的。

继续往前走，我看见绿绿的草中有几抹
紫色，走近一看，原来是紫花地丁。这种小花
还没有我的指甲盖大，平日里不太引人注意，
据说在古代它被称为“解毒草”，原来小小的
身体里蕴藏着大大的能量啊！

我还找到了一株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
它和我差不多高，花朵不大，有白色、粉色、玫
红色，花瓣是一层一层的，颜色由内到外越来
越浅，特别有层次，我一眼就喜欢上它了。通
过百度我知道了它叫松红梅，因叶子像松叶，
而花像红梅而得名。它的花期特别长，可以从
晚秋一直开到春末，难怪到现在还能看见它
美丽的身影！

除了这些花，我还看到河边的柳树出新
芽了，嫩绿嫩绿的，带着绿芽的柳枝垂下来，
随风飘动，原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就是这样的景色啊！

从这些花花草草中，我感受到春天真的
来了。

挖笋
鄞州区德培小学401班
李蒙（证号2010219）
指导老师 王威慧

春风吹红了桃花的脸蛋，吹绿了土地，吹过
了竹林，吹醒了笋芽儿。

我和外公、妈妈一起去山上挖竹笋。爬到山
顶，只见那里一大片茂密的竹林，竹子外面裹着
一件件嫩绿的衣裳，像战士一样笔直地站在那
里。一缕轻轻吟唱的春风，抚过竹林，竹叶发出
沙沙的响声，那是春姑娘在弹奏春天的乐曲吧！

我迫不及待地扛起锄头开始寻找笋芽儿。我
东寻西找，笋芽儿跟我捉迷藏似的，不见踪影。
我开始静下心来找了一块潮湿的地方，那旁边的
竹叶嫩绿嫩绿的，土地上有一道道裂开的缝隙，
我想：“里面说不定有竹笋。”妈妈直摇头：“不可
能，我才挖过。”没尝试过怎么知道呢？我轻轻地
扒开泥土，只见笋芽儿探出尖尖的脑袋，四处张
望着。我兴奋地扔掉锄头，挥动着双手大声呼
喊：“妈妈，快来呀，我挖到竹笋了！”我用锄头小
心翼翼地向四周扒开泥土，它的身子渐渐露了出
来，裹着一件黄褐色的衣服，衣服上有细细的毛
和黑色的斑点。我举起锄头用力朝它的根挖去。
砰一声，笋芽儿离开了土地，和我一起来寻找春
天的美景。

在这春天的竹林里，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