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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珍贵的
革命烈士证明书
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607班
平一然（证号2200665）
指导老师 胡梦霞

爷爷奶奶家的墙上挂着一个大相
框。它一尘不染、微微泛黄。每次去爷
爷奶奶家我都要久久仰望，认认真真
地读一读——革命烈士证明书，平凡
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
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平凡就是我爷爷的父亲，也就是
我的曾祖父。他是一名教书先生，同时
又是中共地下党庵东盐区的活动骨
干。他两袖清风、刚正不阿。

1939年春，余姚地下党组织任命
他为大云乡乡长，后又兼任庵东盐区

“战区社会服务团”区团长。他与盐民
心连心，把盐民运动搞得红红火火，引
起了当地反动恶霸的强烈不满和痛
恨，他们处心积虑要拔掉这颗“眼中
钉”。

1941年2月12日凌晨，一群土匪
受当地恶霸头子的指使，围攻大云乡
公所，对着熟睡中的平凡先生连开两
枪。平凡先生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时年36岁。而我爷爷当时才7
岁。

我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时刻提醒
我，我是革命者的后代，身上流淌着红
色血脉。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永远
跟党走，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

我不怕困难、努力学习，每学期都
被评为校希望之星、五星级队员；我担
任大队委员、班长，积极参加大队部各
类活动，努力当好老师的小帮手；我严
格要求自己，起到红领巾示范带头作
用，与同学们共同进步、快乐成长……

一张珍贵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永远
珍藏在我心中，时刻鞭策我克服成长中
的一切困难险阻，从小学好本领，长大
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

听爷爷讲
送医下乡的故事
宁波大学青藤书院小学部201班
徐子皓（证号2211327）
指导老师 杜莹

我的爷爷是一名老党员，也是共
和国的同龄人。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他善良、正直、勤勉，一辈子服务于党
的卫生事业。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当年
参加医疗队，送医下乡的故事。

爷爷从小学习认真刻苦，卫校毕
业后成了一名医生。他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加入了医疗队，送医下乡。当时
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一个村只
有一名赤脚医生，药的品种很少，设施
更是简陋，跟现在没法比。因此，听说
来了医疗队，人们都很高兴。

下乡后，爷爷就在村卫生站为老
乡们看病。有一次，一位农民被野蜂叮
了，痛得在地上直打滚。因为没有抗过
敏药，爷爷为他涂药止痛后，赶紧用借
来的板车送他到镇卫生院打吊针。老
乡好了后上门感谢，爷爷说：“这是我
的工作，应该的。”

爷爷白天上班看病，晚上继续学
习来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空的时候
他还上门用针灸等方法给老乡治病。
有一位老奶奶中风后，关节僵硬、行走
困难。爷爷不厌其烦，多次上门，用针
灸、艾条熏和推拿等多种办法为她进
行康复治疗。一个多月后，这位老奶奶
能下床走路了！

爷爷一直都努力学习，八十年代
中期，他又考上了大学。在爷爷的耳濡
目染下，我爸爸医学博士毕业后也成
为一名医学教育工作者。在家里，爷爷
和爸爸经常教育我，学习要认真努力，
做事要耐心仔细，为人一定要诚实善
良。我想，这也是我们家的家风，从爷
爷传给爸爸，又从爸爸传给了我，以后
我也要继续传给我的孩子。

堇山 脉
初心之旅
鄞州区学士小学202班
孔德佑（证号2200447）
指导老师 彭鑫

站在白岩山顶，远眺高山巍峨，
手握鲜艳的国旗，我们放声歌唱，
稚嫩而坚定的笑脸，满怀着骄傲

与自豪，
《我和我的祖国》，就让那歌声飘

扬。
山下溪水潺潺，古树草木青葱，
远见一座古宅，咦，那是谁的家？
妈妈说，那里曾居住着沙氏五杰，
革命年代，叔叔们无惧无畏，
用无私和热爱，践行党员的初心。
两层小楼，历经风雨，
门前几棵香樟树，我问，这又是谁

的家？
爸爸说，这栋小楼可是童第周爷

爷的故居，
农家的厨房、磨坊，满溢着辛劳与

喜悦，
当之无愧的“克隆先驱”。
山水隐幽，微风习习，
田头山间，蝴蝶飞舞，
遥遥五间两弄厢房，我问，这又是

谁的家？
慈祥的奶奶笑着问我，娃娃可知

道周尧？
哦！我知道！
我还去过周尧昆虫博物馆！
往昔今日，鲜活的过去仿佛就在

眼前，
我们在党旗下留影，在雕像前敬

礼，
缅怀着过去，憧憬着未来，
也许这就是堇山红脉，赓续传承。

《我的父亲焦裕禄》
观后感
鄞州区堇山小学607班
郑煜雯（证号2206690）
指导老师 王国平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他还活着。 ——题记

说起兰考，一定会想到焦裕禄同
志，我对一个堂堂县委书记的感受就
是“穷”。他给陈继光包饺子用的白面
是向邻居借的；一家九口每顿都吃白
菜和窝窝头，连过年都没肉吃；种泡
桐时一天只吃一个馍。

焦书记心里装着全体兰考人民，
唯独没有他自己。得了肝癌后，他不
去医院，一痛就用手捂着，以至病情
加重。他经常把右脚踩在藤椅上，疼
得受不了就拿硬东西顶着，日子久
了，那把藤椅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
窿。病痛缓解后，他又用藤条把窟窿
补好，但不久藤椅又被顶破。就这样
破了修，修了又破。同志们和家人都
劝他多休息，好好疗养，他却总是笑
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
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

焦书记是个拼命三郎，做什么事
都全力以赴、亲自上阵。虽然县里给
他配备了小汽车，但他骑着自行车踏
遍了整个兰考。他坚信只要好好计
划、合理安排，兰考一定会改天换地，
成为欣欣向荣的富足之地。他带领兰
考人民“扎针贴膏药”：把地底下的淤
泥翻上来，盖到盐碱地、沙地上，然后
在上面种泡桐。如今泡桐树已是兰考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银行”。

焦书记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
奉献和奋斗精神却永远留在人民心
中。他“战胜”了风沙、“战胜”了盐碱、

“战胜”了内涝。他就是那一轮暖阳，
普照在兰考的土地上，抚育着一朵朵
淡紫色的泡桐花竞相绽放。

红色家风我传承
镇海区崇正书院207班
潘玥含（证号2219755）
指导老师 虞宁婕

每个家庭都有着不同的家风
家训，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助人
为乐……我们家的家风就是“拥党
爱民，勤俭奉献”。

说起我们家的拥党家风，还要
从我的爷爷讲起。爷爷是名老党
员，自我懂事起，他衣服的左胸口
总是别着一枚红灿灿的党徽。爷爷
悉心擦拭并叮嘱我：“党徽虽小，但
代表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勤
俭节约、艰苦朴素也是爷爷一直坚
持的传统。尽管疼爱我，但看到我
浪费粮食他还是会生气。在爷爷的
以身作则下，我们家养成了光盘习
惯。

说起我们家的为民奉献家风，
就要从我的爸爸妈妈讲起。还记得
去年 12月份，突如其来的新冠席
卷了镇海大地，整个城市按下了暂
停键。而我的爸爸却冲到了疫情最
危险的隔离点，去守护那些生病的
人。妈妈作为税务工作者，去单位
值守、协助社区做好核酸检测工
作、电话微信远程帮助解答办税问
题，好几个晚上都在熬夜。看见爸
爸妈妈无私帮助别人时，我的内心
顿时流露出一股自豪之情。

红色种子孕育着强大的生命
力，只要生根发芽，便能开枝散叶。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立志传承红色
精神，汲取不懈奋斗的动力，将我
们家的家风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
去！

追风逐梦向未来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601班
杨舒悦（证号2201828）
指导老师 余燕

花草迷香的中午，陈旧的香樟
叶漫天飞舞。在新建的公园小径
上，我抱着书走走停停。“中国一定
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这
繁花如画的胜景，不就是方志敏烈
士笔下向往的么？

1935年，在暗无天日的狱中，
他遥望窗外半明半昧的春天，憧憬
着祖国美好的明天，写下一封题为

“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们均启”的
信。这封无处投递的信，叫《可爱的
中国》。

祖国可亲可爱，似我眼前这般
春景灵动，而又欣欣然。

公园深处，戴着斗笠的人们或
蹲或坐，清理着树丛花田中的簇簇
杂草落叶。哦，是城市美容师。不管
是日晒雨淋，还是强风暴雨，我都
能看到那一双双刻满沧桑的手在
不停地处理和清倒垃圾，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他们用双手换来城
市的干净明丽。因为爱，所以一切
值得。

时空错换，假如方志敏烈士来
到今天，定然会为爱欣喜不止！

这爱，向未来，不寂寞。北京冬
奥会上的中国式浪漫刷新了世界
对中国的认知；神舟十四号漫游太
空，再次彰显了中国航天技术的创
新突破；双耳失聪、自强不息的江
梦南考上清华博士，吹响新时代奋
斗的号角！无数的你们、我们、他
们，在为国家添砖加瓦；无数的你、
我、他，用深爱、挚爱，铺垫着、构建
着方志敏笔下“很近的将来”：美
丽、富强，繁荣、昌盛，我们屹立在
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

未来是什么？未来是“把各人
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
拯救”；未来是“到处都是活跃跃的
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未来，是先人笔下的当下，是不负
热爱的今天，是我们用实际行动打
造智慧生活的明天。

永不褪色的革命信仰
鄞州蓝青小学406班
沈思妍（证号2204549）
指导老师 余悦

峰锦岭秀，溪谷纵横。沿着蜿蜒
的小道，拾级而上，云海之间，鲜红
的旗帜映入眼帘——当我站在鄞西
的四明山的溪边，耳畔的风声、水
声，把我带回了共和国成立前夕的
四明山麓。

那时候的四明山，荒无人烟，杂
草丛生。一个女孩在漆黑的夜里匆
忙赶路。她衣衫褴褛，黑乎乎的脸上
嵌着两颗乌黑的大眼睛，小心翼翼
地四处张望着，脚上的草鞋已经磨
得不成样子。这是一名小地下党员。
她从上海辗转来到这里，为的就是
寻找一个“瓶子”。当时的条件十分
恶劣，又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小小的
她，辗转了好几个城市来到这里，只
为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像她一样
的人，张人亚、王家谟、沈乐山……
他们为了革命的信仰，坚定不移地
向前走着。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信
念，那信念就像一束光，照亮他们前
进的路。

接过革命的火炬，守护来之不
易的幸福。在这和平年代，无数年轻
的人传承四明山的信仰，肩负起新
时代的使命。

信仰不分年代，亦不分年龄。作
为一名小学生，我要向他们学习，接
过信念的火炬，铸就革命的斗志，为
了我们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寻访红色的足迹
宁波市惠贞书院502班
茅哲瑜（证号2211470）
指导老师 毛瑞珍

祖国的河山，处处闪耀着革命
的光芒，印记着红色的史迹。7月 5
日，爸爸妈妈带我开启了为期3天的
武汉之行。尽管暑气蒸腾，但依然挡
不住我寻访红色足迹的热情。

第一站便是参观武昌起义纪念
馆，因其外观红砖红瓦，亦被当地人
称为“红楼”。

步入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尊
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他是中国民主
革命的伟大先驱。伫立在这位民族
英雄雕像前，我立刻肃然起敬，鞠躬
行礼。

来到第一展厅，馆内气氛庄严肃
穆，看着陈列的浮雕、壁画、微缩景
观、人物雕塑、图片……一部厚重的
辛亥百年史在我眼前徐徐拉开帷幕。
光电交错间，我仿佛跨越了空间，来
到了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出了第一展厅，我又来到了第
二展厅。看到清廷和欧美列强签订
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不禁怒火
中烧，也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
理，更明白了周恩来为何年少时就
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
愿。

接着，我又来到了第三展厅，参
观了当时革命领导人的会议场所，
随后又参观了存放烈士遗物的第四
展厅。看着他们血迹斑斑的遗物，特
别是那件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的血
衣，我感慨万千。很难想象在枪林弹
雨的战场上，这位烈士是如何用顽
强的意志与敌人殊死搏斗的。

穿行于几个展厅，我“身临其
境”地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
历史，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
血，为民主共和事业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吾辈生逢
盛世，理应义无反顾地扛起时代重
任，承担历史使命，立好“为党分忧、
为民奉献、为国尽责”之长志，并付
诸行动，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
发”的蓬勃志气来回应“强国有我”
的时代强音。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