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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七（16）班 章若诗

石楠花开又逢春。

不知不觉，窗外的石楠早已绽放，白白的，小小的，围成一簇。绿叶的

包裹，晨露的停步，虽使它更加耀眼，在我看来，已不是新奇了。唯独故乡

的红叶石楠，百看不厌，永远是那么崭新、娇小。记得我总喜欢站在一大

片的石楠树下，如故人一般深情交谈。花落了，落在掌心，被我封存。又

一晃，“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绿了芭蕉？是啊，夏日来了，天气变得燥热，但也是多雨的季节，故乡

的芭蕉也该长得茂盛了吧。古人常常没事就坐在窗前，看“雨打芭蕉”。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

愁”，多么悲伤！多么忧愁！深思熟虑后芭蕉的愁绪！难道只因为叶大

么？故乡的芭蕉，让我看到的不是古人愁眉的面孔，而是天真的快乐。芭

蕉叶是个庞大的东西，在夏天的烈日下挺直身板，轻轻摇晃，阳光在叶上

打滚，叶子很高兴。瞧！可不是嘛！都在微微颤抖呢！偶尔想要避开夏

天的毒辣，躲在芭蕉叶下最适合不过了。晚上坐在灯前，窗外的雨淅淅沥

沥地下着，我扭头望去，芭蕉叶被打湿得弯下腰，一滴露水亮晶晶地顺着

叶脉滑下，我差点掉下泪来，但它和我招手，微笑着……你在风雨中搏击

浪花，顽强拼搏，这是永不言败啊！他们看到你在骇浪之中的忧愁，而我

看到了你在惊涛中的坚强。我也笑了……

笑着，笑着，就到了秋天。遍地都是桂花，满院都是桂花树！啊！故

乡的桂花！我深切地想念你啊！虽然一到秋天，我就躺在一片香气中睡

去，可是我仍然无法忘却在故乡那金黄色的小花，收集来，又抛出去，飞

啊，飞啊，任你去飞吧，漫天都是金色的啊，满街都是沁人心脾的清香！故

乡的桂花，你是如此与众不同……

飘舞的桂花被冬雪覆盖时，寒冷便侵袭了故乡。邻居妹妹养的小兔

子，也该跑出来嬉闹了吧？浑身变得雪白，藏在雪地里，又要让人找不着

了吗？小妹妹该有多着急啊。梅花香自苦寒来。傲霜的梅花，骄气地抬

起头，瞬间一片通红映照着雪，香气也沁入心头。

就在心头，故乡令我难以忘却，今生今世做您之子，来世也做您之

子。永远没法忘记，我的故乡，美丽的故乡。

蟹坚强
■温州市马鞍池小学四（4）班 陈翔昊

“哟，有只螃蟹！”那是前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到永嘉去探望爷爷。

看见家门前的那条小溪水不深，就下去捉虾，谁知一只螃蟹躲在石头底

下，被我逮了个正着！

这螃蟹有醋碟那么大，样子威武极了：铁青的外壳在阳光下闪着金

光；两只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像两颗上面有一个黑点的白珍珠似的，炯炯

有神；剪刀般的钳子在空中挥舞……美中不足的是，它是一只“残疾蟹”，

不仅少了一只脚，连钳子也只剩一个了，许是和旁的螃蟹争食时打败了

吧。我决定把这只螃蟹带回家养起来。

回家后，我把螃蟹放到空鱼缸里，还模拟它的生长环境，放了几个海

螺当溪石。它熟悉环境后，就开始在缸底“跑”了起来，那速度全然看不出

少了一只脚。我喂了点鱼食给它吃，只见螃蟹小心翼翼地爬过去，用钳子

碰了碰鱼食颗粒，感觉无异后，夹起食物就往嘴里送……就这样，螃蟹在

我家安居乐业了。

夏天过去了……

秋天过去了……

北风呼啸着，寒冷的冬天来了。

这螃蟹是一天比一天吃得少，最后干脆不吃不喝，藏在大海螺里一动

不动。我心里一惊，它不会“挂”了吧？我连忙叫来妈妈，和她用小木棍轻

轻碰了碰小螃蟹的外壳。它纹丝不动，稳如泰山。我不甘心，咬咬牙，使

劲一戳，你猜怎么着？起“死”回生？不！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急

了，用力戳了几下，它终于动了，随后懒洋洋地抬起眼皮，一脸不屑地看了

我一眼，仿佛在说：“你干吗戳我？一两下，我也就不和你计较了，可俗话

说得好，‘事不过三’嘛，你还戳上瘾了？”接着，它把眼一闭，又一动不动

……

我与妈妈面面相觑，这是咋回事呢？我们便上网查了资料：原来螃蟹

是会冬眠的！当温度小于7摄氏度的时候，螃蟹就会在水底挖个洞，然后

躲进洞里御寒，等来年春天再出来。因为我们的鱼缸底部没有沙质土壤，

所以这小螃蟹便只好将就一下，躲在大海螺里度过整个冬天。

春暖花开，这螃蟹竟真的“活”了过来，太不容易了！我给它取了个名

字：“蟹坚强”。

为了让“蟹坚强”补补身体，我便给它吃了顿大餐：我与爸爸一起捉住

了一只不知名的小甲虫，把它放到鱼缸里。“蟹坚强”一看，乐坏了，马上用

钳子死死地夹住小甲虫，撕下一块肉，便大快朵颐起来。最后，鱼缸里只

剩下“蟹坚强”与两个甲虫翅。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给“蟹坚强”补身体。没想到，这

一补还补出了一段小插曲：这“蟹坚强”吃饱喝足后，竟开始它的“越狱计

划”：一天放学，我照样去和“蟹坚强”打招呼，赫然发现鱼缸里空空如也，

“蟹坚强”不见踪影，凭空消失。我们一连找了三天，一无所获。一天夜

晚，只听到厨房里沙沙作响，爸爸以为是老鼠干的好事，便翻箱倒柜找“凶

手”。这一找啊，连老鼠的影子都没发现，倒是在厨房角落的塑料袋里找

到了“蟹坚强”。

那“蟹坚强”是如何逃出鱼缸的呢？我猜它是踩着大海螺上去的。可

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是怎样从那高高的洗衣台爬到厨房的，那我们就不得

而知了。 指导老师 高雪妮

远方
■温州大学附属榕园学校七（8）班 吴苏旭妍

远方，有你真好！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他、她、它和他们。在时间洪流的冲刷

之下，我总在不经意间受到他们的启发与支持。回想起来，我应

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哗啦啦，哗啦啦。”我顺着声音抬头望去，看向了被风吹起的

世界地图，上面一块被用荧光笔圈住的地方，在阳光的照耀下反

射着光。那块被圈住的地方，是我小时候向往的第一个远方，那

是阿尔卑斯山脉所在的地方。它拥有着洁白的嵩山雪岭，绿草如

茵的山原，民风纯朴的小镇，一座山峰连着一座山峰……

“热爱你所热爱。”瞥见墙壁上关于一处风景的海报，嘴角扬

起了些许弧度。因为我知道，那个远方，每一个人都曾有过。“阿

尔卑斯山？我可没去过。”“嘿嘿，我知道！那里有著名的滑雪场，

崇山峻岭里还有各种野生动物呢。”“你怎么这么了解呢？你去过

吗？”Eva问道。我摇了摇头，道：“我只是对这样一个民风淳朴、

风景秀丽的地方感到十分好奇，有所了解罢了。”我想，去阿尔卑

斯山，不仅是因为好奇，也许是因为对那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愿

去探索发现吧，也许是因为对自然的鬼斧神工的热爱吧。Bella

说：“远方对于一个少年来讲应该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哦。这远

方也许会承载着少年对未来的期盼，对未来的幻想，而这不是少

年青春一种热情蓬勃力量的表现吗？”“所以心中有一个远方，未

尝不是一件好事呢。”Selina接道。几个朋友走在空旷的小路上，

向着那渐暗的天幕，相视一笑。落日余晖洒在她们身上，灿烂无

比。

儿时不知何为远方，但现在我知道，远方是引领着我前行的

方向标，也是我前进的动力。虽然好像触不可及，但又近在咫尺。

“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敢将日月再丈量，今朝

唯我少年郎。”一提起少年，谁都会想起少年的“狂”，青春独有的

模样。

小时候对远方的记忆点点滴滴在脑海中氤氲开来……那是

一次考试之后的时光，我第一次觉得我的奋斗是有意义的，闪亮

的分数在阳光照射下好似亮着光。在这之前，我曾经历过低谷。

“天哪！你怎么只有这么点分数？这试你怎么考的？”面对心灵的

拷问，我有些难堪。同学们围来，那一双双眼睛好似在说着：怎么

回事？素来成绩挺好的吴苏，怎么只有68分？我回到家，看到老

师的反馈，说虽然这一次的卷子是把一些难题放入了，但老师觉

得你能考更好。读完之后，心中沉甸甸的。从那以后，我都会利

用碎片时间记记背背，对知识点进行复习。于是第二次考试我如

愿以偿。

其实并不是那个远方的到达，是我们收获的、所寻找到的，而

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追逐远方回首时的发现；曾经我们走过的

路上，遇到的人和留下的什么……所以，往往使我们成长的是缔

造梦的成长之路。

在我成长的路上，除了远方，也许还有其他的成长见证物。

也许是那小时候珍惜得不舍得用的自动笔，那个作纪念物的鸟儿

小雕塑，那几块小学同学同乐币……

年少的远方只是那心之所向之景，现在的远方更为缥缈些。

“坚持意志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伏尔泰说的意志伟

大的事业就如同我们少年的远方，我们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去实

现它，回头后远方不再是远方而是当下，那这远方，未尝不是一个

成长见证物呢？

远方，有你真好！

记忆中的乐园
■温州市绣山中学八（5）班 张家升

再一次走进绣山公园，与以前不同，是上午，而且同行者也都不在。从正门进

入，看见那刻着“绣山公园”四个大字的石碑与刻满浮雕的墙壁，我不禁想起了绣山

中学老校园的校门，虽然那门后已是一片平地。

在广场上，没有和以前一样的喷泉，但是有和以前一样快乐的孩子们，虽然不

是同一些人，不过他们都是十分快乐的。我慢慢走，可以看见树荫下还是有那样一

些老人坐着乘凉，他们手拿扇子，悠闲地扇着风，同时看着那些孩子玩乐。也许在

看到小孩子们玩耍的快乐后，他们也想到了自己的童年。

走了一大段路，遇上一座小桥，桥的两边分别是小卖部和一个很小的亭子，这

个小卖部卖的东西很多，有烤肠、玩具、饮料、小金鱼等，最重要的还是那鱼食，价格

没有变，但是挺贵的。所以也只能回想自己以前喂鱼的经历来过过瘾。虽然还是

这个小卖部，不过我总感觉缺了些什么，桥对面的亭子里有一群买了鱼食正在喂鱼

的小孩，这儿的鱼也有了非条件反射，人走到水边还没投喂呢，鱼就聚拢来在水里

成了一团，张大了嘴。拿着鱼食的小孩自然就兴奋起来，从装鱼食的塑封袋里取出

两三粒鱼食，蹲下后小心翼翼地一粒粒放入水中，鱼儿争斗的样子真是滑稽，不知

该如何形容。

我发现了一些新东西，是以前没有的，一个儿童乐园，很大很好玩。里面有一

块沙坑，有两辆木质挖掘机，而在大草坪上，东西就更多了。我同那些小孩共用一

个娱乐设备，自顾自地玩，虽然没他们开心，不过劳累一周的身心在此刻也得到了

大大的放松，挺快乐的。

平地走着固然舒服，但是爬小丘也有别样的趣味。我一步两个台阶往小丘上

去，周围几乎没有人，也许是他们不知道绣山公园中有这样一座小丘。我慢慢走，

小丘因为海拔太低，很快就登顶，周围的植被也没有变化，是杂草与零零散散的

树。说到这树，我不禁想起我朋友的猫，它被埋在一棵树前的土地里，真想看看它，

不过我却不知道是哪一棵树。

再一次走出绣山公园，与以前也不同，是上午，而且同行者也都不在，唯一陪伴

我的只有我那一辆红色自行车。不过也挺快乐的，因为既然没有相识，那也就不用

刻意让自己怎么样。绣山公园，是记忆中的乐园，也是现在的乐园。

公园的茶树又开花了，真好啊。 指导老师 潘铁豪

温州的雨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徐海纳

温州的雨，是温州的，也只是温州的雨，要是到了别处，便不是了。温州的雨有

温州的特点，温州的雨很像温州“后生儿”（小伙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很是直

率，温州的雨有时也像温州的“媛子儿”（姑娘），温润如玉，也许温州的雨才是温州

最大的特色。

温州的雨是天气预报预料不到的。

前一秒还是让人晃得睁不开眼的大太阳，后一秒就这样轰的一下，像拿脸盆子

在浇花时，手没拿稳，盆掉了，里面满满的水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天气预报总是

说不准温州的雨，尤其是在六七月的时候：六月初还算好的，天气预报说是晴天，温

州的雨却淅淅沥沥地下。可要是到了六月下旬七月初旬的时候，天气预报若说雨

天，你准得带把遮阳伞，因为大概率不会下雨的；还有就是多云的天气，也是万万不

能轻信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次周五放学，那天的天气预报说是多云。早上我从寝室里

出来，只见得日光荼毒，下午上最后一节课时，忽然间狂风大作，窗边的树被吹得跳

起了霹雳舞，“滋啦”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后，那已经用“倾盆”形容不过来的雨，就掺

着雷，毫无预备地来了。上课是煎熬的，可是雨，下得也是不容置喙的。但巧的是

下课铃敲响的一刹那，阴沉得滴出墨的云“噔”地一下变白了，日光又开始不吝啬地

洒向地面。天气预报，是真正预料不到温州的雨的。

温州的雨只有温州人才知道。

有经验的温州人在六七月份出门时，必然不会忘记的是带雨伞出门，所以当你

六七月份在路上逛着逛着下起雨时，只有远方来的你会到处找地儿躲雨。在街上

的温州人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发现有一点点雨的影子，脚步是不停的，手上也鼓捣

着，不一会就撑起一把伞。若是以俯视的姿态观望大街，便是随着一把把雨伞接二

连三地撑开，你终于找到了一个躲雨的地方。每当平地忽起一阵风，别人都在享受

烈日下的片刻舒爽时，奶奶总是要急急忙忙地扯着我往回家的路上赶。别人可能

不懂这是为什么，但是温州人明白，就要下雨了。更有一句温州的谚语是这样的：

“本地瑶轰，鲁无脑深。”翻译过来就是，“平地有风，落雨无声”的意思，温州人才真

正懂温州的雨，因为这雨是温州的雨啊。 指导老师 张佳佳

斑马线上
■温州市南浦小学五（6）班 张艺潇

夜晚的车站大道，车来车往。斑马线上，每次绿灯亮起，人群涌动。

瞧，绿灯又亮了，斑马线上有开电动车的、推着婴儿车的、边走边看

手机的、扛着拖把的……这时，一辆巡警摩托车开了过来，停在斑马线

边，摩托车上跳下一位交通警察。

他扫视着斑马线上的人群，用火眼金睛搜寻着是否有骑电动车没

戴头盔的人。不一会儿，一辆电动车开了过来，上面的人果真没戴头

盔。交警一抬手，电动车停了下来。交警飞快地走上前，问车主为何没

戴头盔，只听那人狡辩：“我只是去接一下孩子，很快的，就谅解一下

吧。”交警摇了摇头，用行动表明了不允许违规的事实。交警开始查看

电动车牌号，那人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闭了闭眼睛，一副痛苦的表

情。交警问：“叫什么名字？"但见那人腾身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了出去，他飞快地穿过绿灯，消失在泱泱的人海中。交警大吃一惊，

只得根据车牌号查找信息，准备对逃跑的人进行处罚。

这时，一辆电动车从斑马线上开来了，车主又没有戴头盔。交警伸

手一拦，那人说：“我原本戴了，才刚摘下来……”交警一边礼貌地敬礼，

一边进行登记、处罚……我在一旁看着听着，生气之余，又有些苦涩。

斑马线上的绿灯又亮了，人群再次簇拥而来。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
■苍南县灵溪镇灵江小学六（1）班 肖诗阳

我依稀记得，大概6岁时，有一次吃完一碗饭后，还想妈妈去帮我

盛一碗，妈妈说：“之前都是我替你盛饭，现在你也可以自己做这件事

了。不用一直依靠妈妈，这样多自在呀！你会慢慢长大，以后很多事

情，都要自己去做的！”

当时，我并没听懂妈妈说的道理，只听明白了她不给我盛第二碗饭

了，竟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可是妈妈无动于衷，只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

哭……渐渐地我的哭声小了，不知不觉也就不哭了，然后自己拿起小碗

去盛饭了。看到这一幕，妈妈微笑道：“你看，盛饭这件事你完全可以靠

自己完成，哪怕你是哭着去做，妈妈也赞赏你哦！”

从那以后，我就获得了更多锻炼机会，动手能力也越来越强，我逐

渐懂得了妈妈的苦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才能让自己越来越独立、

自主。

刚上小学那些年，有时候我犯了错，妈妈就会严厉地批评我。爸爸

却说：“如果孩子不是故意的，我们要允许他从‘犯错’中获得经验；如果

是故意的，我们要教导他知错就改。但都不需要生气呀！”妈妈听了觉

得有道理，也就不再生气地“训斥”我了。正是爸爸的这种“宽容”，让我

学到了——凡事要以理服人，宽容待人，不要习惯于发脾气。

妈妈有时也会和爸爸因为不同的想法而争论。不过，每次争论之

后，感情依然很好，不会像有些父母那样，变成了互不相让的“吵架”。

有一次谈起这事，妈妈想了想说：“人和人相处，特别是一家人在一起生

活，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是我让你，就是你让我——只要谁说的有道理，

就听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将心比心，相互之间要多多

宽容和体谅。”

这就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我相信，只要细心留意，很多人也能

从自己父母身上学到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指导老师 杨聪

超级新苗火热投稿进行时

投稿邮箱：wenduxinmiao001@sina.com

下载APP“掌上温州”
打开“教育亲子频道”

可以查阅《新苗》刊发的作品

凡在《新苗》版面刊发作品的小作者，请在稿件见报一个月后到

温州都市报稿酬领取处（市区公园路105号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大厦

808室），凭稿件见报当天报纸和学生证件领取稿酬（周一至周五工

作时间）。

咨询电话：88096791 本刊编辑部

告小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