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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小区的院子里，种
着很多竹子，我便有机会认识
了这种植物。

一根根竹子高大、 挺拔，
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勇敢的士
兵一样守护着我们的小区。它
们一年四季生机勃勃，春夏秋
冬皆成景。它们的枝叶一律向
上，总是给人带来一种积极向
上的精神鼓舞。每当一阵风拂
过，竹叶就沙沙作响，好像是
在吟唱着生命的赞歌。

竹子不光长得好看，它的
用途也很广泛呢！

在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聚
集区， 人们会用竹子建造房
屋。 用竹子建造的房屋，不仅
美观、实用，而且还具有防虫、
防蚊、防潮的功能，住在里面
还很舒适。

我国南方的地区，人们还
用竹子做竹筏，这种竹筏不光
轻便，还灵活。 南方好多家庭
里面使用的家具、 厨房用品，
都是用竹子制成的。

竹子还广泛应用在建筑、
装饰领域。 用竹子做装饰材
料，不光美观，而且还非常环
保。

我们日常使用的卫生纸
巾，有一部分是用竹子为原材

料制作的。
竹子需要花四年的时间扎根，它把自己的根深深

扎进泥土里。 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所以才长得那么
高，那么直，狂风吹不弯它，积雪压不倒它。

难怪清代郑燮如此赞颂竹子：“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
风。 ”

竹子的精神， 让我想到了世界跳水冠军全红婵，
她不正像竹子一样吗？ 她坚仞不拔，积极向上，不怕困
难，所以才能获得那么多的金牌。

我赞美竹子，更赞美像竹子一样努力奋斗，积极
向上的人。

（指导老师：丁勤花）

竹

子

安
康
市
第
一
小
学
五
年
级
（3

）班
田
程
梓

我学会了滑板
汉滨区培新小学 2020 级（10）班 李钰煊

暑假里, 我看见我的朋友正在滑滑板 ,
那滑板在他的脚下时不时地跳跃一下。 看
到这里我两眼放光,到他跟前去说:“我想拜
你为‘师’，我也要学习滑板。 ”让我惊喜的
是他竟然同意了。

很快我就迎来了第一节课， 朋友让我
试一试能不能平稳地滑。 结果我重心不稳，
刚滑两步摔倒了。 朋友说：“想要不摔倒,就
必须要让重心降低，保持平稳才行。 ”他让
我每天不停地练习,而我在不断地摔倒中成
长。 终于，我可以保持平衡，稳稳地滑十来
米了。

正当我高兴之时， 结果前方出现一段
下坡,我狠狠地被晃动的滑板甩出去。 由于
惯性，我向一旁的大树滚去 ,最终狠狠地碰
在了大树的树干上才停止了滚动。 朋友赶
来时才发现我的胳膊上全是大大小小的血
口子。 正要往回走,我感觉到我的左腿异常
疼痛 ,去医院检察后发现 ,我的左腿受伤了 ,
回到家之后朋友让我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再

继续学习。 我当时觉得我是不是学不会，吃
的这些苦受的这些伤到底值不值？ 可是我
想到了“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这句话 ,
我必须坚持下去。 伤好得很快,这一次朋友
给示范怎么转弯,怎么停板……我也一下子
学会了，就在我洋洋得意时 ,前方有一排路
障，我因为不会跳板,所以又直接撞了上去。
朋友耐心地为我辅导秘诀,我不断地常试并
挑战自我，摔倒了就立刻爬起来继续练习，
其中也受了很多次伤,但要学好滑板的决心
一直提醒我要坚持下来。 终于,在不断摔倒
与爬起的练习中,我变强了，什么都会，甚至
比师父还厉害。

这次的学习让我感受到我受的那些
伤 ，吃的这些苦 ,不就是为了如今的成功
吗 ？ 所以我觉得为学习这项新技能 ,吃的
苦很值得 ,让我知道只要坚持必定会出现
彩虹 ,也让我知道了先苦后甜 ,有付出才有
回报。

（指导教师：郑安婷）

说起新疆，除了草原、雪山，还有大片大片的戈壁荒漠
无人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雅丹地貌”，今年暑假，我就领
略到雅丹地貌的苍凉。

在哈密市东南方向， 有一个国家 4A 级景区———大海
道景区。大海道是古代敦煌到哈密和吐鲁番最近的一条商
道，全程 500 多公里，那里广漠、空旷、无垠，像茫茫大海一
样，大海道因此得名。

从游客中心出发时，工作人员特别叮嘱我们，不要把
车开出道路，一定要按照地面上的车轮痕迹走。出发后，我
们的车行驶在茫茫戈壁上，周围四野一片土黄色，细碎的
石子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岩土中。 风一吹过，带起漫天的尘
土。我们的车在这片空旷的天地中，就像是一只小蚂蚁。车

窗两侧的景色都差不多，远远望不到头，土黄色的山脉在
蓝天下变成一条黑线镶嵌在天边。 没过多久， 奶奶说道：
“快看，那一块石头像不像一只‘大乌龟’？ ”我低头一看地
图，果然是的，那是“瀚海神龟”景点。

又过了一会，我们开到了一处停车区，茫茫戈壁上出
现了几座小山丘，我推开车门，地面温度有 70 多度，风也
从四面八方吹过来，虽然风很大，但是没有带来清凉，只有
强烈的热浪，我们从车里出来就像从凉快的房间钻进了炼
丹炉一样。 在这样干旱无雨的地方，风又这么大，我知道了
为什么这里的石头会变成小小的土堆和细碎的石子了，因
为它们被风化掉了。

远处一座小山吸引了我， 那里可真是拍照的好地方，

于是，我向着小山跑去，强烈的风像柔软无形的墙壁，把我
团团包裹住，我奋力冲破了这堵“墙”，跑上了山顶，但是没
多久我又被风“推”着下了山。

继续向前走就是“翼龙大峡谷”，这里全是弯道，四周
矗立着陡峭的山崖， 只有山崖当中一条不足 20 米宽的砂
石路可以通行。 我和弟弟跳下车去扔石子，没想到这里炙
热的空气把地上的石子都烫热了， 弟弟刚抓起一块石头，
他的手掌迅速被烫起一个水泡，疼得他哭了起来。

随着太阳慢慢落下，我们也要从景区出来了，大海道，
这片丝绸之路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地貌， 也让我恋恋不舍，
在返程的路上，我不禁回头张望……

(指导老师：胡咏梅)

本报讯（通讯员 黄智发 王建霞）汉阴县充分落
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做好助学贷款的各个环
节服务保障工作，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

在汉阴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现场， 不少
“准大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簿等资料
前来办理助学贷款，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申请人员信息
材料 ，解答助学贷款政策 、申请条件 、还款方式等问
题。 今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的陈友钰顺利申请到 1
万元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把录取通知书 、身份证 、户口本都带上 ，交到

他们那里去 ， 跟着他们的流程走就行了 。 服务态
度还是蛮好的 ， 不懂的地方也会讲得非常细致 ，
很容易上手 ， 很快就办理完成了 。 ” 学生陈友钰
说 。

随着一份份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寄送至“准大学
生”手中，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也迎来高峰期。 据
了解，今年和往年相比贷款额度上限有所提升，国家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贷款额度上限由 “本专科生
（含预科生 ） 每人每年 12000 元 、 研究生每人每年
16000 元” 调整为 “本专科生 （含预科生） 每人每年

16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 20000 元”。
“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从今年 6 月份起， 通过向

高三学生发放教育资助政策明白卡、汉阴教育公众号
推送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于 7 月 29 日开始办理国
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为了方便广大同学前来办
理，我们从七月底到九月中旬，新增四个贷款办理窗
口。 ”汉阴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人汤礼华说道。

截至目前，汉阴已累计成功为 2500 余人办理助学
贷款，办理贷款金额 2000 余万元。

汉阴：生源地助学贷款帮学子圆梦

探 险 无 人 区
安康市第一小学四年级（7）班 田佳语

本报讯（通讯员 王庭德）8 月 15
日， 市图书馆召开 2024 年暑期志愿
者表彰会， 为志愿者颁发证书及纪
念品。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从 6 月下旬
招募志愿者开始，先后共有 70 名志
愿者参与服务，他们在公益课堂、图
书馆管理等工作岗位上积极主动 ，
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成为馆内一
道靓丽的红色风景线。

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暑
假志愿者参与图书馆工作的概况 ，

对志愿者的工作表示肯定，并感谢所
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希望志愿者们
以后继续发扬新时代大学生无私奉
献的精神，勇于担当，锻炼自己，丰富
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

据了解，市图书馆本次共招募志
愿者 70 名， 经过培训后参加参加暑
期公益课堂、 图书馆管理等日常工
作。 志愿者们通过无私的奉献，为广
大读者营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阅读
氛围，保障了图书馆暑假期间的良好
运行。

眼下正值瓜果蔬菜成熟的时
节，8 月 13 日， 石泉县池河小学组
织部分高年级学生赴劳动实践基
地开展采收花生劳动实践体验活
动，通过讲花生 、摘花生 、品花生 ，
详细了解花生的生长过程，感受秋
收带来的喜悦和快乐，为学生的假
期学习生活增添别样的色彩。

在劳动基地，该校向学生讲解
了花生的种植季节、 生长习性、采
摘方法和食用价值 ， 强调了防胡
峰、防毒蛇蚊虫等田间劳动的安全
注意事项。 随着活动开始，该校师
生携带锄头、篮子等劳动工具走进
种植园， 在老师的示范指导下，学
生有模有样地实操起来，纷纷化身
“小农夫 ”，有的挖花生 ，有的运花
生，有的摘花生……共同感受收获

带来的喜悦 。 在将花生清洗干净
后， 师生共同品尝了花生的味道，
同时结合课文《落花生》，畅谈了本
次劳动实践的收获。

活动期间，该校还组织学生采
摘了辣椒、 苦瓜等已成熟的蔬菜，
并观摩了地瓜（凉薯）的生长状况，
为秋季开学后劳动实践活动的开
展作了准备工作。

根据工作安排 ，下一步 ，该校
将根据时间节令变化，适时组织学
生开展采收地瓜（凉薯）、红薯等劳
动实践活动。 同时，根据土壤墒情，
开展田间管护 ， 组织开展秋种工
作 ， 确保劳动基地发挥应有的作
用 ，以劳树德 ，以劳增智 ，以劳强
体，以劳育美，引领学生全面发展。

汉滨区手工业联社驻五里镇
鲤鱼山村工作队在近日的入户走
访中， 听到群众普遍反映新学期
马上开始， 年轻家长出门务工没
有时间监督辅导孩子学习， 孩子
们暑期作业无法认真完成， 家里
老人有心无力。

针对这一现状， 驻村工作队
立即商议， 制定了详尽的方案计
划， 决定利用村委会会议室为场
地开办暑期辅导班。 工作队辅导
班于下午下班后开办， 每周 3 场
次，每次 3 小时。 工作队三人合理
分工， 两位老同志负责组织学生
并和家长约定安全责任， 同时帮
带辅导小龄阶段孩子， 有教师资
格证的年轻干部专业辅导大龄孩
子。

在辅导过程中， 前一个半小
时让孩子们认真思考、专注书写，
后一个半小时集中解决不会做的
题目， 通过抛砖引玉的方式划重
点、找规律 、解难题 ，让孩子触类
旁通、理解记忆。 目前，辅导班已
举办 4 场次， 服务学生 28 人次，
群众反响良好。

下一步， 驻村帮扶工作将依
据五里镇建设紧密型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共同体试点村要求， 结合
鲤鱼山村实际， 通过形式多样的
文化活动， 引导青少年正确运用
网络、远离不良游戏，全身心投入
到学习中， 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
学习兴趣， 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
活， 拓宽城乡公共文化志愿服务
体系。

市图书馆表彰暑期志愿者

暑期课堂 助力成长
通讯员 洪安贤 刘昭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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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只很小很小的蚂蚁，叫乐乐，当它看见同伴总
是被人类踩死时，伤心极了。

一天，乐乐听说远处的山上有个房子，房子里面住了一
个无所不能的女巫。 它激动地想：“她那里一定有一种能让蚂
蚁一夜之间变大的药水，我要去找她，我要让所有的蚂蚁都
变大！ ”

爬过一道又一道的河，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躲过了一
个又一个危险，乐乐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那个女巫。 和乐乐
想的一样，女巫果然有这种神奇的药水。 经过乐乐的一番苦
苦恳求，女巫答应给它一瓶药水，但是反复提醒不要多喝，更
不能做坏事。

乐乐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药水，根本顾不上提醒，在和女
巫告别后，迫不及待地喝了满满一大口。 不等走到山下，乐乐
突然变得比树还高，它拿着药水蹦蹦跳跳地向前走。 乐乐所
走过的地方，树木纷纷倒下、动物四处逃窜，森林里像发生了
8 级大地震。

乐乐越来越高兴，在它无所畏惧的路途上，性格也变得
越来越古怪，它会一口气喝干一条小河，一个喷嚏就把树上
的鸟吹到了几公里外。

变大了的乐乐 ， 很快就走到了家门前的山脚下 。 可
是 ，它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 原来 ，熟悉的村庄早已空无一
人 ，到处是一片狼藉 ，不仅看不到自己的同伴 ，连人类和
其他动物都不见踪影 。 乐乐小心翼翼地弯下腰 ，拿起一个
告示牌 ， 只见上面写着 ：“巨大蚂蚁 ， 毁灭家园 ， 快快撤
离 ！ ”

乐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它狠狠地砸碎了那瓶药水。
（指导老师：唐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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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老老师师一一起起剥剥花花生生

到到田田间间采采收收花花生生

辅辅导导孩孩子子完完成成作作业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