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人难忘
de棉花灯

特别的礼物
镇海蛟川双语小学501班
张俊轩（证号1009919）
指导老师 聂青青

除夕那天，我比其他人都要更幸福，因为
那天还恰巧是我的生日。庆祝完生日，吃完生
日蛋糕，我的礼物在哪里呢？我忐忑不安地问
妈妈：“还有什么要做的吗？”妈妈过来亲了我
一下，和我道了晚安，就关灯关门出去了。我不
禁大失所望，我想要的生日礼物，可不是平常
的互道晚安。

一觉醒来，一缕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帘的
缝隙射了进来。我一个翻身，趴在床上，把手
伸到枕头下，果然摸到了红包。我用食指和拇
指一捏，发现它很薄，赶紧把它拽了出来。原
来，它不是一个红包，而是一个信封。我急忙
拆开信封，抽出了里面的东西，这是一张红色
的贺卡，写着“新年快乐，生日快乐！”。奇怪，
难道连压岁钱都没有了吗？

在我又惊又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贺卡
好像是由一张纸对折后叠在一起的，我急忙
打开，里面写着“南京银行两百股”这几个大
字。我顿时大喜过望，自从一年前在学校上了
投资理财的课，我就开始一笔一笔认真地记
录我的收入和支出，以前那些大手大脚乱买
零食的习惯也在不知不觉间改正了。经过一
年的努力，我已经攒下了好几千块钱。得到了
这“种草”许久的股票，我不禁心花怒放，满心
欢喜。

财商的培养应该从儿童抓起，从小学会
理性花钱，形成正确的财富价值观，才能拥有
幸福美满的人生。我想，这真是一份有意义的
礼物啊！

特殊的客人
镇海蛟川双语小学404班
王昱博（证号1000688）
指导老师 朱增明

今年过年，我们一大家子到酒店吃年夜
饭，姨爸爸带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个
日本人！

只见他留了一个齐眉的西瓜头，头发卷
卷的、蓬蓬的，笑起来嘴巴像一个“U”字，嘴角
还会露出两个酒窝。刚见面，我还以为他是一
个大学生呢！

姨爸爸向我们介绍道：“这位是佐藤先生，
是日本公司的部长，负责中国地区业务，因为
疫情的原因，不方便来回，于是便留下来跟我
们一起过中国年。”

“你们好！”他用生涩的中文向我们打招
呼。妈妈用日语向他表示欢迎。大表哥站在旁
边充当翻译，向他一一介绍我们的家庭成员。
佐藤先生和蔼可亲，见到我，他笑得更欢了：

“这个孩子和我家孩子差不多大！”
落座之后，年夜饭正式开始。我们共同祝

福新年快乐，佐藤先生也举杯跟着我们一字
一顿地说：“新年快乐！”

几轮互相敬酒之后，大家很熟络了，酒席
上欢声笑语不断。佐藤先生喜欢逗我玩，他的
幽默风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的年夜饭吃得特别欢乐！我跟佐藤
先生第一次见面，但好像是已经相处了很久
的老朋友。疫情虽然阻隔了交通，但并没有阻
断我们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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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居家生活
宁波东海实验学校401班
杨尚熙(证号1011596) 指导老师 沈阳

春风几度暖鸿门
北仑区小浃江学校602班
张梓睿 (证号1012131)

包汤圆
★元宵节就要到了，一大早，我和爸爸妈

妈就起床了。我们要去爷爷奶奶家聚餐，吃团
圆饭。

一进门，我就看见奶奶正准备包汤圆。我
和爸爸妈妈马上跑过去，加入到包汤圆的队
伍里。奶奶把一大团软绵绵的面团分成了一
个个大小均匀的小剂子。我先把小剂子搓圆，
再用力压扁，把它压成一个圆饼，接着挖了一
大勺香喷喷的猪油芝麻馅放在圆饼上，准备
把它包起来。但是，我发现我包的汤圆像一个
黑胖子，露着黑黑的大肚子，怎么也拉不上

“拉链”。大家看着我的汤圆，都哈哈大笑起
来。奶奶笑着说：“你的馅放得太多了，要减掉
一点才包得上。”等我好不容易包好了一个，
奶奶已经包了好几个了，爸爸妈妈包得也挺
快，大家像在比赛似的，飞快地包着。白白胖
胖的汤圆像一队队士兵，整齐地排列着，等待
我们的检阅。

汤圆包好了，爷爷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
放进锅里。过了一会儿，圆滚滚的汤圆在水里
浮着，像一只只大白鹅在水里嬉戏、玩耍。爷
爷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我迫不及待地舀起
一个，咬了一大口，被烫得龇牙咧嘴。汤圆又
香又甜，软糯可口，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让我
感到又温暖又幸福。

元宵节真是一个甜蜜的节日呀！
宁波市实验学校403班
陈嘉乐(证号1004639)

指导老师 钱状杰

★我们宁波有个传统习俗，每到元宵节
就要包汤圆、吃汤圆，象征着全家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妈妈拿出一包白白
的、块状的“糕点”。我好奇地问：妈妈，这是什
么东西？能吃吗？妈妈笑着说：“这是晒干的水
磨糯米粉，用来包汤圆的。”说完，妈妈拿着

“糕点”去准备了。我也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
手一番。

不久，妈妈把面和好了，我们开始包汤圆
了。我学着妈妈的手法，揪下一小块面团，搓
圆，用食指捻出一个小碗的形状，在里面放上
馅，裏起来再搓。我的第一个作品诞生了，可
是这个汤圆圆不圆，方不方，全身还黑不溜秋
的，真像一只丑小鸭。看着这个作品，我一下
失去了信心，想放弃不干了。

这时，妈妈对我说：“遇事要多动脑筋，不
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于是在妈妈的鼓励
和指导下，我又开始包起来，终于越包越熟
练，越包越有信心了。不知不觉，我包了十几
个，它们一个个像白天鹅，在锅里旋转着跳芭
蕾舞。

吃着自己亲手包的汤圆，甜甜的、糯糯
的，唇齿留香，味道真是妙不可言。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401班
马艺洋(证号1001237) 指导老师 杨爱君

海曙区洞桥镇中心小学603班
吴秋语（证号1009581）
指导老师 洪桂美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元宵
节这一天，家家都要做棉花灯。棉花灯是用
豆面、小麦面掺和在一起，再拌上调料粉，
捏成不同生肖的样子。做好之后，再把它们
放到锅里蒸熟。

到了晚上，要给棉花灯做灯芯，把火柴
用棉花缠好，然后插进蒸熟的棉花灯里，再
往灯里倒入香油，待每一盏灯芯都插好，最
后一起点燃。我们拿着灯，把全家人的身子
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照一遍，再把床下、屋
里、院内各处照一遍，最后把这些棉花灯稳
稳当当地放到家中的各个角落。奶奶说，这
是为了驱走黑暗，祈求新年风调雨顺、富足
平安。

小孩子呢，每人手里都会拿着一盏棉
花灯，走出家门。不一会儿，就会有一大群
小孩集中在一起，就像一条长龙，每个人
的一点光亮聚集在一起，简直能把整个世
界照得灯火通明。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
给年纪大的老人照照眼睛，祈愿老人眼睛
越来越亮；给体弱的爷爷照照前胸后背，
希望他身体健康。照过之后，老人会给每
个孩子一点零食。直到棉花灯里的油烧没
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分吃自己的棉花灯，
就着那灯里残留的一点香油，吃得真香
啊！

元宵节风俗
北仑区岷山学校603班
刘嘉睿（证号1006470）
指导老师 曹爱娜

每年的元宵节，妈妈定会煮上一大锅
汤圆。雾气蒸腾的厨房里，白糯的汤圆欢快
地翻腾，由小变大，最后浮在沸水上，出锅。
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黑黑的芝麻馅，一
股脑地流到嘴里，微烫，缓缓地润到胃里，
整个人都暖暖的、甜甜的。

逛元宵灯会，是必不可少的项目。我家
附近的公园经常会举行灯会。那里流淌着
一条涓涓的小河，河上横跨一座月牙桥，人
们三三两两走过，老人说这叫“走百病”，
可以祛病除灾。桥上灯光闪烁，灯影、水影、
人影交错，美不胜收。

记得去年的元宵节，我提着灯笼，一
路走，一路兴奋不已。公园的回廊上挂满
了荷花灯、鲤鱼灯、竹子灯……极富水乡
韵味。“哇，看，前面还有彩灯车。”寻声
望去，迎面而来的彩灯车上，端坐着一位
老寿星，大脑门、白眉毛、长胡须，手里
捧着一个大蟠桃，身后还站着几只梅花
鹿。它们姿态各异，有的昂着头，遥望远
方；有的扭着脖子，好像寻找同伴；有的
抬起前脚，准备飞奔。赤橙黄绿，煞是好
看，我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唯恐错过了
精彩的画面。“咚咚呛，咚咚呛……”舞狮
开始了。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使出十
八般武艺，见缝插针，出现在了最前排。
两头活灵活现的狮子，一头红色的，一头
黄色的。它们一会儿跳上板凳，一会儿又
蹿上高台，而后又一个凌波微步，从天而
降，精彩极了。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
一浪。灯会最后，我还猜了几个宁波老话
的灯谜。

这些美好的瞬间，伴着我的欢笑声，永
驻心间。元宵节的风俗，寄托了人们对未来
生活的美好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