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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喜”是我家雪纳瑞犬的名字。
这只小萌犬是去年暑假父亲特地从
西安带回来送给我的。 由于对它一见
倾心，小家伙到家的第一天 ，我就为
它取了这个可爱的名字。

“七喜”长得非常好看。 它全身黑
白相间的毛发卷卷的，像是披着一件
毛茸茸的外衣，摸上去柔软舒适。 它
那一双眼睛圆圆的 、亮亮的 ，像一对
黑宝石镶嵌在小脸上。 它和我四目相
对的时候 ， 那双眼睛像是会说话似
的，很招人喜欢。 它的耳朵特别灵，不
管哪儿有一点小动静，它都会竖起耳
朵屏息凝神倾听。

它是一只贪吃的小狗。 只要是一
看见我给它喂食，它就会飞快地跑到
它的小碗前，迫不及待地吃起来。 每
当嗅到餐食中的高蛋白气味，它便凑
到跟前仰起脑袋，用哀求的眼神望向
我，发出细弱的呜咽声。 若食物碎屑
掉落地面，小家伙会闪电般叼起躲到
角落享用。 不过当妈妈在场时，即便
面对最爱的美食诱惑，它也会端坐如
钟保持乖巧仪态。 每当妈妈备餐时，
毛茸茸的身影总在身旁安静守候，直
到听到用餐指令，才会欢快地扑向它
的小碗。

它睡觉的样子特别萌。 每次跟我

玩累了， 它就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默
默地走到自己的窝窝里，蜷起自己的
身体，一会儿就睡着了。 它的睡姿也
是姿态不同，有时俯卧，有时仰卧，有
时把脑袋耷拉在窝窝的沿子上，像个
小宝宝一样。

我家的爱犬 “七喜 ”是我最珍视
的伙伴，衷心期盼它陪伴我走过漫长
时光。

（指导老师：李大娟）

撷 英

“五月五，是端午，门插艾，香满
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
洋。 ”每当听到这首童谣，我就知道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要到了。

在端午节来临的前几日， 父母
便开始忙碌着准备粽子。 母亲总是
提前在商场选购多种口味的粽子 ，
在端午当天， 父亲将不同口味的粽
子摆放到餐桌上，有豆沙味、红豆味
和红枣味。 我尝试了豆沙味的粽子，
那甜而不腻、软糯的滋味，让我的味
蕾获得极大满足。 端午节自古以来
就有吃粽子的传统， 这一习俗已经
流传了两千年， 用以缅怀爱国诗人
屈原， 所以端午节不只是一个简单

的节日， 它更是中华民族爱国情怀
和文化传承的象征。

在端午节的清晨， 每户人家都
会在门前摆放上新鲜的艾草。 顿时，
无论是走廊还是庭院， 都充满了艾
草的清新香气。 我的母亲是一位中
医，向我解释说，新鲜的艾草能够驱
赶蚊虫， 而干燥的艾草则可以用来
泡脚，对多种病症都有疗效。 在我们
安康地区， 端午节插艾草早已成为
一种传统。 这让我感慨万分：看似普
通的艾草竟然有如此多的用途 ，我
们中华的中医药知识真是深邃而丰
富啊！

端午节当天， 都会在汉江龙舟

文化园举办盛大的龙舟大赛。 来自
全市各县、区的选手都在这里集结。
碧波荡漾的江面上， 一条条龙舟像
离弦的箭一样向前冲，鼓声、呐喊声
此起彼伏。 岸边的人们挥舞着小旗
子，为选手们加油助威。 江面上洒满
朝阳，龙舟与江水均被镀上了金色。

端午节不仅是一个充满温情的
节日，也是一个饱含激情的节日，更
是一个富含文化意义的节日。 在粽
子的香甜中， 我们体会屈原的爱国
情感；在艾草的芬芳中，我们领略中
医学的深邃； 在龙舟赛的激烈角逐
中，我们感悟奋斗的精神。

（指导老师：李倩）

我的语文老师姓李， 作为他的课代表 ，算
来，已与他相伴三年了。 这三年的故事，像一本
夹着银杏叶的旧书，每一页都藏着阳光的温度。

2022 年初秋， 我带着懵懂与稚嫩踏入了
高新一初的校门。 在初一新生的才艺展演上，我
初次遇见了李老师， 那时的他身穿一件黑色衬
衫，身材高挑，文质彬彬，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透
露着书生气， 可气场强大的站姿和不苟言笑的
神情又隐约让人生畏。

不知为何， 李老师身上似乎有一种独特的
魅力。 当我站在台上深情朗诵时，眼神总不自觉
地瞟向他，余光里，李老师那严肃的脸上好像漾
起了一抹微笑，坚定的目光中满是认可与欣赏。

那一刻，命运的齿轮悄然启动……
初一分班考试结束后，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踏入新的班级———七年级十九班。 进班的刹那，
一道熟悉的身影再次撞入眼帘，竟是李老师！ 命
运使然，我成了他的学生。 日后，我便随李老师
一起在文学的瀚海中漫游， 共度美好的语文时
光。

李老师博古通今，学富五车。 他讲忧国忧民
的杜甫，讲勤奋刻苦的宋濂，讲李清照“天接云
涛连晓雾”的如梦似幻，讲刘禹锡“斯是陋室，惟
吾德馨”的淡泊名利……他是穿越古今的使者，
从长江边捧起李太白的明月， 在赤壁旁仰慕苏
东坡的文采，看过牡丹亭的幻梦，记下长生殿的
誓约。 他似乎认识每一位文豪佳人，通晓每一首

诗句背后的情愫。 李老师的语文课独具特色、韵
味无穷，令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让我们忘却了
早已响起的下课铃声。

李老师的办公桌是个神奇的 “百宝箱”。 他
的办公桌抽屉里总收藏着几包古朴清香的茶叶
和提神醒脑的烟草，那个泛着岁月痕迹的烟灰缸
和满是茶锈的保温杯仿佛诉说着无数个伏案备
课、思索教学的夜晚。偶尔，楼道里时常飘来浓郁
的辛香，嗅着味道寻觅而去，准能看见李老师守
着热气腾腾的泡面桶。 他一边大快朵颐，一边与
老师们欢快交谈，三种不同的香气在办公室的一
隅氤氲升腾，成为李老师生活中美好的注脚。

2025 年仲夏，又是一年毕业季。 蝉鸣攀上六
月的树梢，夕阳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 拍毕
业照那天，我站在台阶上望向李老师，恍惚中与
他的初遇仿若昨天。李老师在暮色里的身影渐渐
模糊，可他在黑板前挥斥方遒的模样，在办公室
俯身批改作业的背影，早已刻进我的心底。 那些
严厉的批评、那些温暖的鼓励，此刻都化作喉头
的哽咽。我知道，此去或许山高水远，但他教会我
的不只是知识，更是面对人生的勇气与担当。 这
份师恩，会是我生命中永不褪色的光，照亮我前
行的每一步。

此刻，笔尖的千言万语化作心中最真挚的情
谊， 我代表您所有的学生向您道声感谢：“李老
师，您辛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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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里的多彩记忆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13）班 张忱妍 我家的小狗

安康市第一小学三年级 孙嘉希

自从人类在火星上的科研基地
建成以后， 前往火星进行科考的团
队越来越多了。 万万没料到，我竟成
功入选本次科考项目的青少年梯
队。 最令人雀跃的是，我将在火星上
度过我的十二岁生日。

科研探测船经过数小时航行 ，
顺利着陆在观测站外围。 透过窗户
望去， 前方银白色半穹顶建筑泛着
金属光泽， 后方赭红色岩层如凝固
波涛般延展至天际。 淡橙色尘粒在
稀薄大气中悬浮起舞， 形成笼罩整
个星表的薄纱。 基地里到处都是忙
碌的科学家， 穿着银白色制服的机
器人正搬运着各种仪器。 我和我的

团队成员也在队长的安排下， 在基
地温室中有条不紊地种植草莓。

生日那天晚上， 队长手中的万
花筒自动展开， 于半空中映照出点
点繁星组成的星象图。 星图变换着，
无数发光的微生物在穹顶组成璀璨
星河。 更神奇的是，洞穴中央站着三
个蓝色皮肤的火星小朋友！ 他们头
顶的触角像小灯泡似的忽明忽暗 ，
手里还捧着会唱歌的草莓蛋糕。

“生日快乐！ ”他们用略显生涩
的中文送上祝福。 原来火星文明始
终默默关注着地球文明的发展 ，特
意选择在我十二岁生辰之际首次与
人类缔结友谊。

“生日快乐！ ”队友小美从防护

服里掏出一支荧光棒， 蓝光照亮大
家冻红的脸蛋。

小明给大家发氧气糖豆。 当队
长点燃蛋糕上的蜡烛时， 队友们高
呼“快许愿！ ”在伙伴们的欢呼中，我
默默许下我的愿望。 深夜蜷缩在保
温毯里，我们哼着走调的生日歌。 面
罩后的双眼凝视火星天际， 星辰的
光芒远比地球上璀璨。

十二岁生日愿望乘着烛光升入
苍穹， 铁蛋偷偷用设备记录下这场
全息盛宴。 待人类远征更遥远星域
之时，他们定会知晓，在火星橙红的
雨幕中， 曾有一群少年举办过星际
生日聚会。

火星上的生日
安康市高新校区第一小学五年级（13）班 周沐栘

人们常说“九寨归来不看水”，这
句话确实名不虚传。 去年暑假，我们
全家人终于有机会亲临被誉为“人间
瑶池”的九寨沟 ，亲眼见证了它的绝
世风采。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境内，因其拥有树正寨、荷叶寨、
盘亚寨等九个藏族寨子而得名。 进入
景区穿过森林，向远处遥望，一颗被阳
光照耀的蓝宝石呈现在我的眼前，那
是举世闻名的五彩池呀！ 苍翠挺拔的
林木和蓝天白云在池水中交相辉映，
织就了连丹青圣手都难以描摹的天然

画屏。 我疾步前行靠近池畔，透过水面
往池中看去，有的水域蔚蓝，有的湾汊
浅绿， 有的水色绛黄， 有的流泉粉蓝
……池底斑斓的彩石与沉睡百年的古
木纹理清晰可见。 这方秘境，以它的秀
美多姿、纯洁通透而闻名天下，整个湖
泊更是充满生机和活力。

瀑布坐落于九寨沟核心区域，作
为该地的标志性景观，以其磅礴气势
与独特魅力闻名遐迩 ，藏语中 “诺日
朗”的意思是“雄伟、壮观”。 立于瀑底
仰观， 瀑布像一道道光带垂直而下，
一阵微风拂过，万千晶莹的银珠随风

起舞，欢快地跃上游客肩头 ，似在邀
人共舞，巨大的流水声又好像出色的
音乐家谱写出的雄壮的交响曲。 听导
游介绍，诺日朗瀑布就是电视剧 《西
游记》片头中唐僧师徒四人牵马涉水
走过的地方。 凝视着气势磅礴的瀑布
倾泻而下 ，语文课上学过的诗句 “飞
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顿
时浮现脑海。

九寨沟的绝美风光实在令人惊
叹！ 这片人间仙境深深印刻在我的记
忆之中。

（指导老师：丁善学）

美丽的九寨沟
安康市第一小学三年级（2）班 马俊鹏

周四下午的课间， 我注意到同
班同学子宣收拾书桌时显得很沮
丧，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作为密友，我走到她身边，尝试
让她重新笑起来。

我像往常一样询问她发生了什
么，但她沉默不语，也不直视我，只
是把手中的书本重重地敲打在桌
上。 我便用我们俩平时开玩笑的老
办法，迅速伸出双手，在子宣最怕痒
的地方轻轻挠了起来。

通常情况下，我这么一挠，她就
会忍不住笑出声，弯下腰来，然后反
过来也会挠我。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
她并未如往常一般行事， 而是把胳
膊使劲儿一甩，“嗖”的一下站起身，

瞪着双眼冲我吼道：“哎呀， 烦不烦
嘛。 ”顿时，我被她的愤怒吓得愣在
了原地， 只得眼巴巴地看着她怒气
冲冲地离开教室。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彼此像
敌人一样。 在去学校的路上，如果碰
见她 ，我会愤怒地 “哼 ”一声 ，转过
头， 大步走开。 她也会给我一个白
眼，同样“哼”一声，急忙走开。 在那
些时光里， 我虽然表面上对她很不
友好，但是心里却很难过，总感觉自
己失去了一件宝贵的东西。

一天， 我将自己的烦恼说给爸
爸听。 爸爸很认真地听完我的苦恼
后，俯身摸摸我的脑袋，微笑着说 ：
“你看，无论是谁，都没有故意伤害

对方的意图。 她当时心情不佳，对你
发脾气并非出自本意。 朋友之间应
该学会宽容和理解。 ”

隔天，在放学的路上，我再次遇
到了子宣。 这次我没有对她表现出
任何敌意， 而是真诚地向她道歉 ：
“对不起，我不该在你心情低落时逗
你笑。 ”她听后惊讶地看着我，然后
也轻声回应：“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
不该误解你的善意，对你发火。 ”那
一刻，我们彼此敞开了心扉，找回了
失去的珍贵友谊。

这份失而复得的友情让我明
白：友谊就像花朵，需要宽容和理解
来滋养。

（指导老师：石承丽）

友谊之花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4）班 王思涵

本报讯（通讯员 涂梦洁）6 月 7 日上午
八点半，白河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安达运输有
限公司举行 2025 白河出租车行业 “爱心送
考”仪式，77 辆贴有“爱心免费接送”标识的
出租车整装待发，等待接送广大高考考生。

据悉，这是安达运输有限公司开展“爱
心送考”公益活动的第 15 个年头。 “今年我
们提供了定点送考和流动送考服务，在白河

县高级中学定点安排出租汽车，考生凭准考
证即可免费乘坐。 ”安达运输有限公司负责
人明勇介绍。 同时，出租车还在城区各路段
执行流动送考服务。

为确保爱心送考工作安全、高效，县交
通运输局督促运输企业对送考车辆安全性
能、消防设备等进行全方位“体检”。此外，严
格审核驾驶员资质，强化安全教育，坚决杜

绝带病、超速、超载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为
送考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高考期间，县交通运输局安排执法人员
全程驻守考点周边路口， 配合做好交通疏
导，规范出租车辆停放管理。 同时加大巡查
力度，严厉打击私家车违法运营行为，全力
保障高考接送考生专用车辆道路运输秩序。

本报讯（通讯员 聂娉婷）6 月 6 日下午，由市教体局、
市卫健委联合主办的全市“明眸皓齿”医校协作启动仪式
暨健康知识宣讲活动在市第一小学高新校区举行。 活动
中，市直中小学和幼儿园负责人为市直医疗机构选派的 4

名健康副校长颁发了聘任证书。健康副校长将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深度参与学校卫生健康制度建设，指导学校
卫生健康管理，开展健康宣教活动，为儿童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城市楼宇的缝隙，温
柔地拂过那些被园丁修剪得如同地毯般的草坪时，
我总会下意识地寻找那些在泥地里尽情嬉戏、 浑身
沾满尘土的小小身影。 然而，目之所及，常常只见几
个戴着耳机、专注盯着手机屏幕的孩童，他们沉浸在
虚拟世界中，对周围浑然不觉。

如今， 当代儿童的生活空间正经历着深刻的异
化。他们从广袤的田野被移入狭小的单元房，从无拘
无束地追逐蝴蝶，变成对着电子屏幕目光呆滞。孩子
们习惯了空调房里光洁的地板， 却很少有机会接触
散发着芬芳的土地。但我始终深信，泥土是孩子们成
长不可或缺的养分。 唯有亲近泥土， 在其中摸爬滚
打，孩子们才能汲取到真正的力量，锤炼出坚定、勇
毅的品格。

泥土，是生命的摇篮，蕴藏着万物生长繁衍的奥
秘：在广袤的华夏版图上，东北黑土地以其深厚肥沃
的馈赠，孕育出北方人豁达爽朗与豪迈俊朗的气质；
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间， 沉积出陕北人冲出困境的
坚韧品格；江南红土地的温润丰饶，则涵养出南方人
灵秀温婉与细腻柔美的风情……在泥土的怀抱中，
生命不断轮回，逝去与新生交替往复，周而复始，绵
延不绝。

泥土，沉淀着文明的深邃智慧。中国古代五行学
说中，“土”位居中央，象征着宽厚包容、滋养万物的
品德。 《诗经》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的诗句，质朴
地表达了先民对土地的眷恋。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爱
弥儿》中提醒：“让孩子的双手沾满带着晨露的泥土，
而非过早握住冰冷的笔。 ”泥土给予孩子们的，是书
本难以传授的生命智慧，是关于生长、坚持与重生的
哲理。

试想： 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笨拙又小心翼翼
地拨开湿润的泥土，指尖沾染细碎的芬芳，那些藏在
土壤褶皱里的生机与奥秘， 便在他们清澈的眼眸中
缓缓展开……蚯蚓在其中穿梭，默默疏松着土壤；小
蚂蚁排着整齐的队伍，齐心协力搬运食物；还有那些
深埋的种子，正积蓄力量，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刻。

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 孩子们见证了生命的顽
强与神奇， 看到每一个微小生命都在为生存奋力拼
搏。 他们会由此懂得，生命有蛰伏，也有勃发；有柔
软，亦有坚韧；有终结，更有新生。 这份认知，让他们
学会珍惜生活，敬畏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然而， 现代文明正在酿制一杯名为 “自然缺失

症”的苦酒。 我们的孩子能编写复杂的程序代码，却
认不出蒲公英的锯齿状叶片； 能在虚拟战场所向披
靡，却从未体验过赤脚踩在雨后泥土上的沁凉；拥有
上千个社交好友， 却从未与一只蝈蝈进行过清晨的
对话。这种疏离不仅可能导致感官的钝化，更易造成
精神家园的荒芜。

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的孩子，终将长成坚毅刚强、
风雨难摧的栋梁。当代“稻作教育”的实践也表明，亲
手插秧的孩子对“汗滴禾下土”的领悟，远比课本上
的说教更为刻骨铭心。 当孩子们亲眼看见一粒稻谷
经历春播、夏耘、秋收的完整生命轮回，他们收获的
不仅是农业知识，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顽强奋斗
的精神力量。

家长们应尽可能为孩子创造亲近自然的机会。
周末和假期，带孩子去乡村体验生活，让他们参与播
种、浇水、采摘等农事活动，亲身体验劳动的乐趣与
艰辛。 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或小院开辟一方小花园或
菜圃，让孩子亲手照料植物，观察它们的生长变化。
学校应将自然教育纳入课程体系， 在校园内开辟种
植园，为班级划分种植区域，让学生分组照料植物并
记录生长情况，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城市规划者更
需打破“草坪崇拜”的固有思维，为孩子们留出可以
尽情玩泥、释放天性的“野趣角落”。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对孩子真正有益
的，从而建立新的教育评价维度。 分数固然重要，但
比分数更重要的是生命的韧性与厚度。 因为最终决
定一个人能走多远，往往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深
植于骨子里的那股韧劲。这种韧劲，往往源自泥土中
的摸爬滚打。一个浑身沾满泥浆却笑声爽朗的孩子，
远远比捧着奥数奖杯却眼神空洞的孩子， 更接近教
育的本质目标。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 泥土的芬芳中
藏着未来的密码。真正的教育，不是将孩子保护在恒
温恒湿的玻璃罩里，而是要让他们在风雨中淬炼，在
泥泞中砥砺前行。那些我们视为“脏”的泥土，实则是
培育孩子免疫力的天然疫苗；那些我们担心的“野”，
恰恰是激发创造力的原始火花。

愿每个孩子都能暂别电子牢笼， 走进散发着青
草香的泥土地。 这，或许是我们
能送给孩子未来最珍贵的礼
物：一双沾满故乡泥土的脚板，
一颗铭记生命来处的心灵。

“泥土教育”的呼唤
恒口示范区河东九年制学校 鲁佳

白河交运局“爱心送考”为梦想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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