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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过我的老师数不胜数， 但是令我始终难以忘
怀的还是语文姚老师。

她姓姚名红梅，是我们一至四年级的语文老师。
她戴着一副红框眼镜，长发齐腰，每天早晨都要喝一
杯燕麦粥，以充沛的精力来和我们一起上课。

姚老师特别关心学生。 记得有一次，我无精打采
地坐在座位，双手趴在桌子上，感觉肚子隐隐作痛，
不一会我就吐了。 正在激情洋溢讲课的姚老师突然
一个箭步冲下了讲台来到我的身边， 亲切地问我怎
么了，把我搂在怀里，轻轻拍着我的背部，帮我揉着
腹部，顿时我感觉好温暖，瞬间也觉得心里舒服了许
多，我连忙对她说没事，她还不放心地说：“你先在座
位上休息一会儿，马上就要下课了，我带你去看看。 ”
转眼间就下课了，我跟着她来到了她的办公室，姚老
师赶紧给我倒了一杯温水，关切地问长问短，面对姚
老师如妈妈般的关心，我一时有些语塞，姚老师捏着
捏我的脸蛋微笑说：“那有什么不舒服的可要随时告
诉我哟。 ”

姚老师的教学方式也与众不同， 她清澈的眼睛
似乎会说话，每当我认真地听讲时，她会投来赞许的
目光，鼓励我继续加油。 每当我上课走神时，她的目
光总是那样犀利，吓得我乖乖地又进入精彩的课堂。
她无时无刻不在鼓励着我，引导着我的学习兴趣。 她
经常给我们讲，每个人都要从小立志，做一个文明的
人，长大了才能为社会做贡献。

这就是我的语文姚老师，是她给了我知识，她像
指路灯一般指明我人生的方向。 她的教诲让我终生
难忘，我一定会永远记住她的。

（指导老师：颉瑞）

沐浴三月的春风，有幸走近安康学院，这是
我为之向往的地方。 作为一名从秦巴山区走出
去的学子，回到安康最美的大学校园，这是我梦
想起飞的地方，也是立志教书育人的一方沃土，
这个春天走近学院放飞梦想， 立志做一名称职
优秀的安康学院辅导员， 理想正随着春天的脚
步走来了……

每每想到新校园新环境就心驰神往 ，每
次经过路过校园，我都忍不住多看校园几眼。
当看到安康学院图书馆， 那高大的建筑就像
一本厚重的中华大辞典，博大精深威武壮观，
再细看进门正中的“三沈”雕塑，一种文化自
信油然而生。 安康学院重视“三沈”精神文化，
专门为“三沈”设立雕塑，这也为安康学院走
向高等学府注入文化传承基因。

校车、校园、图书室、教室等等都是急于
想去了解的地方， 新来的吕老师与我不谋而
合，我们相约去高新校园。 走进高新校园，整
洁的校园就把我吸引住了。 看见路边一笼一
笼的绿植，郁郁葱葱琳琅满目的花卉苗木，最
美校园名不虚传，尤其是那湖边的杨柳，含苞
待放的芽头，细长的金柳、随风摇曳，微风吹
来草木的花香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正好

想到儿时学习的古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
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 ”

二月的春风吹开我献身高等教育的事业
序幕，这春风不就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吗，
这不就是作为一名教师潜移默化教书育人的
最高境界吗？ 北大有未名湖，安康学院有安康
湖， 这正是为育人沃土注入新鲜血液的一池

春水，不进校园，不能感受校园的魅力，进了
校园才知道人来了，心来了，职业也来了……

我热爱的教育事业有了梦想起航的地
方， 我青春挥洒热血的理想有力驰骋拼搏的
课堂，找到桃李芬芳满园天下的育人讲台，高
校辅导员， 神圣的职业， 这里将是我回报家
乡、馈赠父母的舞台。 有学院这个舞台，留给
我就是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播给我的学生，
让他们走向社会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
的人。

十年磨一剑，此刻我是幸运的，此刻我也
是激动的，此刻，我更是战斗的教师。 安康学
院———我来了！ 为你欢呼、为你喝彩，为你敬
业，为你奉献！

那天，我在金州路上遇见了“雷锋”。
那是在我五岁时的一个周末。 那天，妈妈

带我去逛街。 也许是因为周末，也许是因为那
天的天气很好，金州路上非常热闹，人行道上
的行人接踵摩肩，街两边店铺更是生意兴隆。

妈妈牵着我的手， 我们在人流中缓慢地
行走。 我时而被街边店铺的糖葫芦攫住了目
光， 时而对小姐姐手上的炸鸡腿馋得直流口
水， 时而又被路过的小朋友手中飘飘悠悠的
气球吸引。

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松开了妈妈的手，
等我发现妈妈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这才反应
过来，天啊，我和妈妈走散了。

放眼望过去， 眼里全是陌生的面孔 ，顿
时 ，我心里非常害怕 ，一下子 “哇哇 ”大哭起
来。 从我身边路过的人，有看着我的，也有小
声嘀咕的，还有冷漠事不关己的。 我更加害怕
了，哭声也更响亮了。

就在我哭得声嘶力竭的时候， 耳畔有一
个柔和的声音响起， 有一双手擦去了我脸上

的泪水，我努力止住哭，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
一位穿着时尚的陌生阿姨，她正弯着腰，笑盈
盈地看着我。

见我止住哭， 漂亮阿姨又用好听的声音
问我：“小朋友， 你怎么了？ 是找不到妈妈了
吗？ ”我用力点了点头，又“哇———”地大哭起
来。

漂亮阿姨掏出纸巾，一边为我拭泪，一边
耐心地问：“你记得妈妈的电话号码吗？ ”我赶
紧使劲点点头，阿姨一边抚慰我，一边从包里
取出手机。

阿姨把手机凑近我耳朵， 我从电话里听
见妈妈焦急的声音，又一次忍不住大哭起来。

很快地，我看见妈妈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我一头扑进妈妈怀里。

妈妈来不及抚慰我， 对这位陌生阿姨千
恩万谢，可阿姨只说了一句“不客气”，笑盈盈
地转身离开， 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在人流中
了。

这个有惊无险的经历过去几年了，然而，
那位帮助我找到妈妈的陌生阿姨的影子始终
不曾模糊。

上学之后， 老师号召我们向雷锋叔叔学
习。 每每这时候，我总是认真地告诉同学们：
“我见过‘雷锋’。 ”

（指导老师:郑婷）

有人说：“雷锋三月来了，四月走。 ”在我
看来，不是这样的，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雷
锋，就在我们身边。

那天，我走在放学的路上，看见身边停下
来一辆出租车，车门打开了，一位老奶奶正在
下车，可就在这个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没等老奶奶安全

下车呢，出租车就开走了。 老奶奶就一下子摔
倒在地上。 这一下，行人纷纷围了过去，围观
的人们你一言我一语， 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
话， 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帮老奶奶拨打 120 电
话，也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把老奶奶搀扶起来。

这时 ，我看见一个大哥哥 ，用自己的双
手拨开人群 ，走到围观的人们前面 ，他拨打

了 120 电话后，赶紧对老奶奶实施救援。 看
见这一幕，围观的人中有一个人说话了：“小
伙子，快走吧，免得到时候引火上身呀。 ”还
有人说：“是啊，我们都不敢扶，害怕被讹。 ”
可是 ，那位大哥哥就像没听到似的 ，继续施
救，直到 120 救护车赶来。

幸好这位老奶奶并无大碍。 我远远看到
这位大哥哥，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那一刻，那
位陌生的大哥哥的模样深深地定格在我的心
中。

谁说雷锋离我们远去了？ 雷锋不就在我
们身边吗？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心存善良，都
献出一点爱，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冷漠。

(指导老师：王文琰)

关爱学生的姚老师
安康市高新一小五年（6）班 童晨轩

撷
英

我见到了“雷锋”
汉滨区果园小学五年级（2）班 马珞宁

上周四，一年一度的运动会终
于在同学们的期待中拉开了帷幕。
让我感到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是男
子 200 米的短跑项目。

运动会的第二天，第一场就是
男子组 200 米的比赛项目。听见广
播里传来“男子 200 米的运动员到
检录处集合”的声音，我向检录处
望去，那里站满了运动员，其中，就
有我们班的陈子桥。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起
点上看到陈子桥了。只见他信心满
满，做了几个热身动作，还冲着我
们班的方队比了个“V”字。

裁判员老师的发令枪响后，几
个健儿们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
去，陈子桥更像是一匹黑马向终点
冲去，他暂时领先啦。霎时，场上的
“加油”声震天动地。 然而，天有不
测风云， 就在他快要接近终点时，
突然摔倒了，还不等老师跑到他跟
前拉他，他迅速爬了起来，像一道
闪电向终点扑了过去。 这一下，我
们班方阵炸开了锅，有的急得直跺
脚，有的把嗓子都喊哑了，还有的
唉声叹气。

谁知，上一秒他还落后一个选手，下一秒他居然超
越了，奇迹出现了，他赢啦！

班上早就等候在终点的几个男生，一把搀扶着他，
边走边说着什么，还有一个同学赶紧给他递了瓶水，他
大口大口地喝着，几口就喝掉了一大半。

这场比赛，陈子桥赢得艰难，这份荣誉，来得太不
容易了。 我看见了陈子桥身上的体育精神，看到了同学
们身上的团队精神。

（指导老师：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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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我向往的地方
安康学院教育学院 李静

助人为乐的陌生人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10）班 李一盛皓

中秋假期之际 ，我
和家人一块儿回到有着
“三沈故里·人文汉阴 ”
之称的小城探望外祖 。
顺便游览了因山势如一
卧龙盘踞而得名的龙岗
公园。

清晨， 呼吸着新鲜
空气， 我从公园西边的
山坡徐徐而上。 龙岗公
园根据汉阴北坡卧龙岗
的山势依山而建， 南邻
月水环绕， 北枕雄峻麒
麟， 其间有大小景点 30
余处， 不仅成为县城居
民健身休闲娱乐的重要
活动场所， 也成为外来
游客旅游观光的必到之
处。 漫步其间， 曲径通
幽， 道路两旁奇珍异木
繁茂挺拔 ，白桦 、香樟 、
翠竹在秋风的吹拂下轻
轻摆动， 给人一种清新
舒缓、神清气爽的感觉。
每隔 20 米，路边便矗立
一幅石刻书画， 巨石上
面雕刻着一首首古代辞
赋名流所作的古诗名句
或警世格言， 处处彰显
着古朴典雅和浓浓的文化意韵，使散步的人
们时刻接受着历史文化的熏陶和洗礼。

沿着整洁平坦的林荫小道缓步前行，我
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洞天之地———状元林。远
远望去，位于左侧山坡上蜿蜒盘踞着一条栩
栩如生的金龙，昂着头张着嘴伸展着一只龙
爪，好似要腾空飞跃一般。 龙头吐出一股水
柱，正好溅到位于正下方的一架巨型木制水
车上，带动水车徐徐转动。走近一看，龙头右
侧的石壁上刻着“龙池”二字。龙池旁边有一
片小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
刻着“状元林”三个字，巨石下的大理石基座
上用小楷整齐地印刻着当地人为修建状元
林所撰写的“状元林记”。广场左右两侧各有
一尊学生手捧书本埋头苦读和憧憬未来的
石制雕塑。 整个状元林内树木繁茂、苍翠欲
滴，据说这些树均是由历届汉阴高考状元亲
手栽植，体现了汉阴人民“建状元林之衷，惟
状元林之愈茂，栋梁愈多、汉阴愈强，惟状元
林之愈绿，绿野愈香、汉阴愈美”的崇文愿
望，真不愧“人文汉阴”称号。

告别绿树成荫的状元林，便来到了一处
开阔的广场。 路的右边安放着一些健身器
材，路的左边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广
场。汉阴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发祥地和
主要活动区，为缅怀革命先烈，启迪后人，汉
阴县于 2010 年修建了纪念广场。如今，此地
已成为全市人民及青少年缅怀革命先烈、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基地，充分展示了汉
阴人民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的革命精神。

走过广场，顺着旁边的台阶拾级而上，一
座造型独特， 巍峨大气的阁楼耸立在我的面
前。 面向县城一方的阁楼上方悬挂着写有“龙
岗阁”三个鎏金大字的匾牌。 阁楼里面的每一
层都展示了不同的艺术文化，让人大饱眼福。
站在阁楼外的走廊上，放眼望去，整个小城全
貌尽收眼底。 月河环带，穿城而过；文峰塔巍
然屹立，饱经沧桑；高楼鳞次栉比，车辆人流
络绎不绝。 极目远眺，凤凰山云雾缥缈，世世
代代守护着这座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的宜居
之地。

我被这人们安居乐业、祥和快乐的景象
深深吸引，久久不愿返程。 汉阴的人文气息
浓、文化底蕴深，真像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
一般令人赞叹和折服。

小时候我常常会走一条古巷 ， 那是我上学、放
学的必经之路。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黉学巷。 巷
子旁边是几所学校， 每天都会有许多学生从这里经
过 ，笑声、读书声，为古巷增添了几分别样的风采。

刚入巷子，就有一个卖古玩的摊子，锈迹斑斑的
青铜炉子，钥匙扣，小镜子，旧粮票，毛主席语录，带
着悠悠的岁月气息和过去人们的生活印迹。 再往里
走，就是一个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的蒸面店，一字排
开许多个碗碟，剁得细碎的蒜泥，漂着花椒的香醋，
青翠的蒜苗，油汪汪的辣子，勾起人食欲的韧性劲道
的蒸面，是安康人最爱的早点。 门口，还有一口大锅
冒着热气，是免费的玉米糁稀饭。

继续往里走，一定会经过一座城墙 ，城墙历史
久远，岁月在石砖上留下了痕迹 。 我特别喜欢秦观
的两句词：“远远围墙， 隐隐茅堂。 飏青旗、 流水桥
旁。 ”也许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这条巷子就应该
是这样吧。 巷子的深处是一所文庙，是小学开笔礼举
行的地方。 因为文庙的存在，整条巷子都弥漫着一股
书香气。

再往前，是许多高楼大厦，与身后的古巷形成鲜
明对比。 高楼衬出古巷的矮小，却失去了古巷那种熟
稔的味道。 古巷里的人，相互熟识，吃早点的、遛弯儿
的大多都认识，路上遇到打个招呼，亲亲热热。 高楼
的人却是独来独往， 住了好多年对门的可能都不认
识。 高楼里也听不到书声、雨声、叫卖声，只有汽车远
远的嘶鸣。 但高楼也有好处，不怕风吹日晒，不怕雨
淋，不怕江里涨水。 住得高的人家，可以看见远处的
安澜楼，和四通八达的铁路，和雨后青笋般发展的新
区。 这又让我觉着，生活是向前走的。

穿过黉学巷，走过现代城区，古今的融合，更能
勾起我对于很多事情的回忆 ，我喜欢古巷留存的那
种韵味，喜欢鞋跟在青石板上敲击的清脆声音。 微风
吹来，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小城 ，它不大，却有我最喜
欢的风景。

古 巷
汉滨初中高新校区八年级（19）班 熊思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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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如光，一丝一缕，将黑暗驱逐；细
节如水，一点一滴，筑出波涛浩瀚；细节如
星，一闪一烁，泼洒醉人之夜。 回望过去，
记忆深处的细节总少不了母亲的身影。

我对母亲的了解大多数源于她的职
业。 她是一名医生，终日穿梭于病人与家
务之间，举手投足之间总带着成熟女性的
温柔 ，但绝对和 “腹有诗书 ”的气质不沾
边。 由于要参加“亲子共读”活动，我们决
定一起分享《追风筝的人》。 活动现场，我
自信满满地读了提前准备好的稿子，又根
据查阅的资料和自己的理解对作者创作
的某些片段做了分享。 轮到了妈妈，她将
这个关于友谊和人性的故事娓娓道来。 她
说哈桑的忠诚和美好，也对阿米尔的懦弱
和忏悔表示同情和理解。 接着翻开原著，
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给大家朗读了一段
原著。 我用不可思议的目光仔细打量着
她，已到中年的母亲眼神泛着少女一般清

澈的光， 还带着悲天悯人的关怀和宽容，
眼角的皱纹那么温柔和谐，岁月带给她的
磨难都化作了人生的阅历。 阳光洒在她的
侧脸上，发丝舞动……我从来没这么认真
观察过我的母亲，我对她感到前所未有的
崇拜，我甚至能想到她结束了一天忙碌的
工作后在灯下阅读的身影，《追风筝的人》
一定走进了她的心里。

春冬交际是病人最多的时候，也是诊
所最忙碌的时候。 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到了
诊所，万家灯火息时才入睡。 一日下午，她
终于有了一个闲暇的时光，我本以为母亲
会趁这时好好休息一下，可母亲却搬来一
把椅子，坐在了窗前的日光下，从桌子抽
屉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和热胶枪，在日光
里做起了什么。 我好奇地凑到了旁边，母
亲正在摆弄着一个未完成的用纸板做的
小猪。 母亲见我来了，冲我一笑：“你猜，我
在做啥呢？ ”“你怕是在织围巾吧？ ”我想，

中年妇女不就喜干这些。 母亲眉毛一扬，
神秘地说：“前些天我在网上买了些手工，
照着说明书自己做的。 ”一边说一边粘上
了最后一块纸板，朝我眨了眨眼，自豪地
问：“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手艺？ ”我的嘴巴
张大成了 O 型，心想，这么年轻态的玩意
母亲也会？ 我才注意到，原来母亲的桌上
已放满了她亲手做的小玩意儿，有的是正
在戏水的小鸭子， 有的是憨态可掬的熊
猫，还有的是吐着舌头的小狗。 母亲专注
地做着下一个小玩具，而我则看着日光下
的母亲。 夕阳的余晖为母亲镀上了金边，
散发着温暖又柔和的光线。 母亲为了两个
孩子劳碌，还在诊所帮忙，生活从来没有
因为她的任劳任怨而变得轻松。 能在琐碎
生活的缝隙中坚持一份热爱的事，是多么
浪漫啊。 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名言“世上
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
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或许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
撑伞。 在我家附近，住着一位老爷爷，儿子
却因瘫痪卧病在床，为了供两个孙子上学
老爷爷只能收废纸废品挣钱。 母亲想施以
援手又怕伤了老爷爷的自尊心，于是把进
药时的废纸箱专门攒起来，踩平、捆好，整
齐地收在一个大箱子里。 当那位老爷爷拉
着架子车路过诊所时， 母亲便连忙叫住
他，抱出一捆捆废纸放在架子车上，还不
忘带一句：“谢谢你收拾了这些纸壳，每次
进药品纸箱子占地方，耽误我放药架子。 ”
后来母亲存着老爷爷的电话，家里一有了
废纸 ，就请老爷爷来收拾 ，偶尔还会 “抱
怨”老爷爷来晚了，废纸占了空间。 母亲告
诉我：“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
不希望被同情和施舍。 ”母亲的话充满了
哲理， 这是上研究生的姐姐没说过的，也
是当干部的叔叔没教给我的。 母亲对老爷
爷的“抱怨”那么具有人情味。

从母亲身上 ， 我感觉到在我并不丰
富的人生的经历中， 打动我的是那些灿
烂的细节， 用心观察会发现许多我不曾
注意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母亲，就
是那些灿烂的细节， 串起了一段温暖的
记忆。

（指导老师：冉俊雅）

我们的祖国正在蓬勃发展，
变化日新月异，那发展道路上又
有哪些挑战和难题呢？ 为了更好
地了解其中的奥秘，我竞选了安
报融媒小记者，想通过采访这种
方式，更加深入地了解祖国的发
展。

第一次当记者的我就被赋
予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采访安康
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什
么是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是怎样
产生的？ 他们和政协委员又有什
么区别呢？ ”这些问题一直萦系
在我的心头。 在我采访到政协委
员李天平后得到了答案 ：“人大
代表就是要为人民办事，为人民
服务，人大代表的产生需严格按
照选举程序，由人民普选或下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主要区别在
于性质不同 ，职能不同 ，产生方
式不同。 ”初次采访让我对 “两
会” 也有了一些皮毛的了解，采
访中所了解到的知识都是胜利

的果实，我认真记录着，努力做一个专业的小记者。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也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曾

经只要‘会’就是特长，如今‘精’才是特长。”“出口成
章是最初的起步。”……代表和委员的每一句话都引
起了我的思考，这是记者的荣光，也是属于我们的使
命，我们相信，做时代的一束光，或许微小，但足够明
亮，看得清脚下，也照得见远方。

通过这次采访，我受益良多，我不仅认识到作为
一名记者的职责， 也认识到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好少
年的使命。 我认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要
严格遵守职业操守，遵循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 作
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一定要懂政治，顾大局，时刻谨
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发展贡献
力量。

那 些 灿 烂 的 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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