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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身为“铲屎官”的我有了新

烦恼——我的爱宠“小土豆”得了尿路

感染，病因是它不爱喝水。

通过翻阅资料，我发现猫咪一般

对静水不感兴趣，猫跟青蛙一样，喜欢

流动的水，如果水一直放在那不动，它

们会认为水不够干净。爸妈经常把水

放在猫碗旁，但“小土豆”对此不屑一

顾，它似乎认为这水受到了污染。按

“小土豆”的体型计算，它每天的饮水

量应达到 600ml 以上，比一瓶矿泉水

还要多，可它却3天都喝不完一碗水，

这让我非常担忧。

回想到每次我洗手洗脸时，“小土

豆”都兴冲冲地凑过来，我突然灵机一

动，有了主意。果然，“哗啦啦”的流水

声像是对它的召唤，“小土豆”一个箭

步跑到洗漱台，先用“手”数次隔断水

流，再偏头舔水喝，如此循环，乐此不

疲。

这可不行！此计虽解决了“小土

豆”饮水量的问题，但猫咪玩大于喝，

白白浪费了好多水，作为“节水小卫

士”，我是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的。

要知道在非洲，人们还因为缺水，

只能采取“水循环”。所谓“水循环”，

就是把用过的水经过过滤后，再次使

用。即使不是洁净的水，依然有很多

用途。受此影响，我一直奉行“水循

环”的节水原则——洗澡水用来冲厕

所，淘米水拿去浇花，眼见这白白流走

的自来水，我的心都在滴血。

怎么办？对了，“水循环”！

我央求爸爸在网上购买了一台水

泵，放在买汤圆送的收纳盒里，饮料瓶

剪成圆桶放在盒中，再在瓶上用废弃

的盖子做托盘，水泵插上软管，盒中放

半盒水，一台猫咪循环饮水机就做好

了。“小土豆”看着“咕嘟咕嘟”不断冒

出来的水，甭提多高兴了，一直围着我

的“小发明”边玩边喝。我比它更开

心，一来再也不用担心爱宠的饮水问

题；二来自己制作的“饮水机”还实现

了废物利用；三来用自己的双手捍卫

了我“节水小卫士”的荣誉，这让我怎

能不自豪呢？

照此原理，我们家又在洗手台安

装了一个导水器，把洗手、洗脸的水聚

集在一起，用来冲厕所、浇花、拖地，让

家里的每一滴水都物尽其用。

周末家庭聚会，我举起“节水小卫

士”的奖牌，骄傲地向大家宣布：“从今

以后，没有一滴水能从我家白白流

走。”

南充市嘉陵区南荣路小学
六（10）班 刘璞
指导教师 王蕾

“清明时节雨纷纷”，又是一年

清明节，天空一如既往，阴沉着，难

得见上一缕阳光。尽管如此，淅沥

的小雨也浇不灭采茶人的激情，挡

不住采茶人的脚步。

在我的家乡，家家户户都喜爱

种茶。并不是因为爱喝茶，而是国

家扶助，通过种茶，让农民增收。

因此，大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都

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上了茶树。

茶树苗刚种上时，短期内不能

立刻采摘，得等上3年，茶树才会成

熟。于是，人们都期盼着今年清明

节的到来，因为清明节一到，便可

以采茶了。原本静寂的茶山、茶

园，这时充满了欢声笑语。

采茶时，无论男女老少，都

会背上一个竹篓或竹篮，戴上一

顶斗笠，再穿上一双雨靴，戴上

防水袖套，早早地来到茶场，弯

下身子，采摘下最嫩的那一片叶

子，放进竹篓里。动作简单，却

需要一直重复。但采茶人不会因

为动作的单一重复而心生厌烦，

反而开心地哼唱着小曲，以此来

解乏。手脚麻利的人，往往不一

会儿就能满载而归。看着满满的

收获，那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的

感觉早已荡然无存了。

今年清明节还没到，茶场里已

经有人在采摘茶叶了。采一些最

新鲜、最嫩的茶尖，捧上一捧，放在

铁锅里，自己制茶，清香的味道在

整个厨房里弥漫，冲击着我们的鼻

腔，恨不得立刻泡上一杯，品今年

的第一口茶香。

上个周末，我们也去茶园里

尝试了一番。清早起床，我们就

迫不及待地穿上“装备”走进茶

场。淅淅沥沥的小雨，让穿得稍

微有些单薄的我，瞬间觉得寒意

席卷全身，可这并不影响我采茶

的心情。我小心翼翼地掐下最

嫩、最好的那一片茶叶，只见茶

叶上还残留着晶莹的露珠，我轻

轻拨弄着每一片茶叶，总希冀采

摘到大的茶叶，可我挑来拣去，

总觉得茶叶太小。转身看母亲已

采摘一小半竹篮的茶了，我的竹

篮里却寥寥无几。仔细看母亲，

她是那样专注：眼睛只盯着茶

叶，一下、两下、三下……不停

地摘、放。整个过程中，她并没

有看一眼竹篮，也不似我一样挑

挑拣拣。我垂下手，不禁想起母

亲常教育我们的话：“做一件事就

要专心致志，不要三心二意。”

于是，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做

了起来，不再看茶叶上的露珠，不

再比较茶叶的大小，而是一下、两

下、三下……不停地摘、放……直

到日上三竿。

我的手已经抬不起来，脖子、

肩膀痛得要命，腰更是直不起来

了。可母亲和茶场里采摘的人却

没有想要休息的意思，仍在重复着

采茶的动作。……

南江县下两镇小学
六（1）班 涂鑫
指导教师 吴静

又到了举办足球、篮球比赛的

日子，按学校的老规矩，先打篮球

赛，再踢足球赛。可我对篮球一点

也不感兴趣——就我们班那水平，

还能怎样？肯定进不了前三。

很快，比赛开始了，场上激烈

对战着，观众们也都热血沸腾，场

面十分热闹。我却背对着球场，

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玩

着桌游。球场上比赛打得激烈，

人们的喊声也愈加高亢，我却两

耳不闻“局”外事，指挥着游戏里

的人物四处厮杀。一局终了，才

转过身去跟“球迷”们问问比分，

然后又一头扎进了游戏里。

犹如一个奇迹，我们班势如

破竹地赢了所在小组的其他两

个“种子班”，杀进了四强。听见

这个消息，我也流露出几丝笑

意——又能多玩几局游戏了。

接下来的比赛是在校体育馆

里进行。我依然专心致志地玩着

游戏，球员们仍然认认真真地比

着赛。这时，老师却对一切给球

员打气之外的事情下了禁令，我

一边收拾，一边没好气地想：加

油？加油有什么用！

虽心里这么想着，但还得按

照老师说的来。一边扯着嗓子喊

“加油”的同时，我的心里也升起

一种要赢下对方球队的愿望。于

是，我原本无精打采的加油声逐

渐洪亮了起来，整个人也像打了

鸡血似的振奋起来，腾地离开了

板凳，狂热地呼喊起来。再看一

旁本来与我一样消极的小古，竟

然也兴奋了起来。就这样，对手

一进攻，我就大声为我方球员喊

“加油”；球权一到我方手里，就马

上死盯着球看。不久之后，原本

落后的我方，竟然奇迹般地追平

了比分。我更加亢奋起来，呼喊

也愈加大声。

比赛结束了，虽然我班落败，

只获得了第四名，但我的心却是

从未有过的澎湃。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六（9）班 陈屿墨
指导教师 何小梅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5个节

气。清明节的习俗有扫墓、踏青、放风

筝、荡秋千，还有吃青团。

今天，我和妈妈去田里找清明草。

我们走了好远才找到清明草。清明草

的叶子跟其他植物的叶子不一样哦！

它摸起来毛茸茸的。我凑近鼻子闻了

闻，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它开出的花

黄黄的。不一会儿，我们就采完清明

草回家了。

妈妈把清明草洗干净，焯完水，再放

进搅拌机打碎，加上糯米粉一直揉搓，把

它揉成一个个小团子。妈妈做了两种口

味的青团。等待了一段时间，青团终于

蒸熟了，一掀开锅盖，一股清香飘出来。

我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个，咬了一口，青团

真是又甜又香。

妈妈说：“吃了青团不会长痘痘哟！”

你们吃了吗？

洪雅县实验小学校
2023级5班 胡钰琪

指导教师 方敏敏

生活如茶，清香而温暖人心；生

活如曲，快乐与酸甜时刻伴随；生活

如酒，香醇让人沉醉其中。生活处处

是课堂，只要你留心观察，一定会受

益匪浅。

那个春天的早晨，阳光透过树

叶，洒下斑驳的光点。风静静地吹

着，犹如一只细腻的手拂过脸颊，是

那么温柔。风在河面上荡起层层涟

漪，显得河面是那么幽静。

在不远处的石缝中，有一抹

清新的绿色，那是一棵小草，它

纤细的身躯在狭小的石缝中随风

晃动、摇摆，显得弱不禁风。石

缝中没有光、没有泥土，是连雨

水都滴不到的地方，我根本不相

信它能生存下来，或许它连一星

期都撑不过。

此后，它也渐渐被我遗忘了。

一个多月后，我突然想起它，我

想：它或许已经枯黄了吧。我再次

来到石缝前，却被眼前的它震惊

了。它不再是之前那两片微黄而脆

弱的叶子，它绿得犹如一块翡翠，

那么生机勃勃，它倔强地伸展着腰

肢，努力着一点一点地向金灿灿的

阳光靠近。在石头的衬托下，它的

绿色为春天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

力，我不禁感叹：那抹绿色是生命

的代表，它像一位舞者在石缝中绽

放，旋转着、跳跃着，尽情地展示

着自己婀娜的身姿，它似乎在开怀

大笑，那是胜利的喜悦。

我被它那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

了，毫不起眼的它，顽强、勇敢地

活出了生命的精彩。它坚持不懈，

就为了获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如

果我在学习和生活中也同它这般自

强不息、坚持不懈，相信我的学习

和生活会更好！

生活处处是课堂，那抹清新的绿

教会了我：一个人的生活也该跟小草

一样，不需要攀比花儿的娇艳、绿树

的高大，做好自己，面向阳光，努力生

长，就能活出精彩。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爱德校区
陈曦

指导教师 薛加春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当春天的

第一束阳光洒进我家的园子里，园子

的模样渐渐有了变化。

园子里的蘑菇发芽了，那小小的

芽儿破土而出。白色的菇秆，菇顶盖

在秆上，好像撑起的小雨伞。虽然每

个芽儿小小的、矮矮的，但它们却很努

力地一片一片生长着，像初生的婴儿，

可爱极了。

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一座“桥”。两

个花盆支起的棍子，中间绕上枝干，给

它定个型，做成了小拱门。起初，我并

没有在意，以为就是为了帮助植物生

长。过了几天，枝干冒出几片新绿，又

过了几天，绿叶布满了光秃秃的枝干，

那座“桥”亮起来了。从土里到“桥”

上，绿油油一片，那新绿可不一般，在

阳光下泛着点点光亮。仔细一瞧，还

有几个小花苞，那一层层“外套”包裹

着粉嫩的“衬衫”，叫人见了好生欢喜，

真期待它开花的样子。

园子里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是

一面“绿墙”。墙上爬满了枝干，枝头

绕着爬杆，好似一个火车头，带着旅客

四处环游。新的叶片从爬杆中钻出

来，满满当当，多得看不见墙的影子。

园子里的其他花都陆续盛开，五

颜六色、争奇斗艳。妈妈常常拿着手

机给花儿拍美美的照片，发在朋友圈，

引来好多人的羡慕。

周末，我们也经常在园子里摆上

小餐桌，一家人坐在园子里吃饭、喝

茶、聊天。阳光洒在花朵上，也洒在我

们的脸上。

园子里的花儿在一天天地生长，

我们的日子也变得热气腾腾。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五校
五（3）班 盛沁瑶
指导教师 周成芳

从“？”到“！”

点 评

作者巧妙地借助一场比
赛写出了自己由消极、对班级
比赛漠不关心，到感受到团结
的力量这一心路历程。文章
对心理变化的描写非常细致，
并将心理描写和对比赛的描
写相互穿插，让读者真切感受
到作者的心理变化，更能引发
读者的共鸣。

采茶采茶

点 评

作者围绕“采茶”主题，通
过人们采茶时的动作，我和母
亲采茶时的对比，刻画了勤
劳、忙碌、有毅力的采茶人形
象。语言生动，感情真挚。

园子里的春天园子里的春天

点 评

作者观察能力较强，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了家中园子春天的变化，画面感强，将园子的美景描述得淋漓尽致，语言生
动流畅。

生活处处是课堂生活处处是课堂

点 评

生命的成长是让人震撼的，作者用充满真情的文字记录了小草自强
不息的成长过程，表达了我们应该面向阳光、积极向上地去学习和生活的
态度。

爷爷家的后山就是我心中的乐

园。

后山长着茶树、松树、竹子等种类

繁多的植物，一年四季都是绿的。一

条石板铺成的小路，弯弯曲曲通向山

顶。无论什么时候上山都是有趣的。

春天，温暖的阳光照进后山，鲜嫩

的竹笋从土里探出头来，爷爷带着我

去竹林里挖笋。有些笋还躲在地里，

刚把泥土顶出几丝裂缝，仿佛在跟我

们捉迷藏；有些笋才露出一点小尖，好

像在探索新奇的世界；有些笋长得比

人还高，笋壳慢慢脱落后就变成了翠

绿的竹子。

夏天，我也常常去后山玩。运气

好的话，还能看到一两只白鹇在林中

休闲漫步、觅食。雄鸟披着雪白羽毛，

身后拖着长长的尾巴；雌鸟浑身棕褐

色，如果不仔细看还不容易发现。偶

遇白鹇是后山送给我的惊喜。

秋天，山上的板栗熟了，爷爷会带

我去山上打板栗。我们举着长长的竹

竿把板栗从树上打下来，再用钳子夹

到篮子里。板栗圆圆的，浑身长满了

刺，像一只可爱的小刺猬。成熟的板

栗咧着嘴笑开了花，好像在说：“你有

本事就过来摘我呀！”

冬天的后山也充满乐趣。下过雪

后，山上变成了一个雪白的天地。树

上积了厚厚的雪，我戴着帽子站在树

下，哥哥用力踢一下树干，树上的雪就

像棉花球，一堆一堆地落下来。要是

碰上冻雨天气，树枝上、叶子上结满了

一层薄薄的冰，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

剔透、闪闪发光，仿佛被谁施了魔法。

我轻轻地摘一片“冰叶子”，上面清晰

地分布着叶子的纹路，就像大自然做

的冰雕。

这就是我的乐园，一个记录我快

乐成长的地方，欢迎你来我的乐园玩

耍。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城区小学
四（1）班 卢姿伊
指导教师 刘瑜

后山后山，，我的乐园我的乐园 点 评

文章以四季为线索，生
动形象地描写了后山在不
同季节的特点及乐趣所
在。通过挖笋、打板栗、玩
雪等具体的活动，从不同角
度展现后山带给自己的快
乐，很有画面感，体现了作
者细致的观察能力与良好
的语言表达能力。

清明青团香

点 评

清明节期间，品尝青团是一种
节日情怀。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制
作青团的方法和过程，语言生动有
趣，也让读者深入体会了传统节日
的意义。

““水循环水循环””让生活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

点 评

文章语言生动活泼、选材角度新颖、事例生活化，不仅表现出作者极强的爱水、节水、惜水、护水责任感，而且倡
导了一种切实有效的“节水概念”，其方法具有操作性和普及性，值得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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