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晴）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近日，安康高新区 2024 年党员教师教学大
比武暨思政课教师“大练兵”展示交流活动初中组比
赛在安康高新区第一初级中学举行。

赛前，各参赛教师认真备课。 比赛现场，参赛教
师教学思路清晰、过程设计合理、语言表达精炼，聚
焦“立德树人、以生为本”教学理念，体现了思政课堂

教学方式方法创新， 展现出党员思政教师在专业能
力和教学技能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彰显出思政
课堂独特的魅力。时政述评环节，各参赛教师结合当
前国内外重大时事热点，创设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时
政述评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把握时代脉搏，厚
植学生家国情怀， 使思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思想的
引领者和精神的塑造者。

此次活动， 为思政教师搭建了教学经验交流和
教学风采展示的平台， 进一步推动安康高新区各学
校思政课堂教学方式创新与改革。 安康高新区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 以构建专业化思政教师队伍为目
标，不断提高思政教师政治素质、师德修养和专业素
养，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不断筑牢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责任与担当。

10 月 24 日，宁陕县
江口中学校园篮球赛落
幕，本次比赛自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4 日，共有 9
支代表队 108 人次参加
比赛。

刘长兵 邓文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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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神奇人物马良。他因为

很喜欢画画，他的画栩栩如生，还因为他很善良，乐于助
人， 因此得到了神仙爷爷送给他的一支无所不能的神
笔。

马良用这支神笔帮助心地善良的穷人， 惩治恶人。
我很羡慕马良，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我能和马良过一天，
那该多好！

那一天真的来了。
这是一个周末的早晨，我照例去上书法课。 刚下楼

就见到一个少年从小区大门走进来。那少年穿着古代的
衣服，腰上别着一支和他的个头差不多高的画笔。 那少
年走到我面前，我定睛一看，喊道：“马良，你是马良！”马
良点了点头。还没聊上几句，我就和马良就成了好朋友。

我好奇地摸着马良腰上的神笔，无比羡慕。 马良见
我的眼神，主动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低头思
忖了片刻， 跟马良大致讲述了目前国际上的几件大事，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两年，朝鲜
和韩国也剑拔弩张。 马良听后表示，要去救助饱受战争

摧残的人们。 更让我惊喜的是， 马良居然答应带我同
去。

马良立即取出神笔，在地上画了一块魔毯，他拉着
我站在魔毯上。就这样，魔毯带着我和马良飞过高山、越
过大海。 我们先来到俄罗斯和乌克兰，马良取出神笔在
巨大的弹坑里画出一棵棵橄榄树， 在地上画满和平花，
又在天空画上一群群和平鸽。 这一下子，神奇的事情发
生了，只见双方的军人们纷纷放下武器。

我们不敢耽搁，先后来到巴勒斯坦和朝鲜、韩国，马
良又画上成片的橄榄树、和平花、成群的和平鸽。不出所
料，军人们纷纷放下武器。 马良还为巴勒斯坦儿童画上
美丽的学校和先进的医院。 又把那座被炸毁的桥，也给
画好了。

和马良在一起的这一天，太神奇了！ 我看见马良用
他的神笔，让和平之花开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让人类
不再饱受战争之苦。

（指导老师：龚嫦娥）

一直以来，我总羡慕会做菜的人，觉得他们太
厉害了，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今天中午，我正
好看到做土豆丝的视频， 隔着屏幕都让人垂涎欲
滴。 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做这道菜，
让家人也尝尝我的手艺。

见奶奶在准备做午饭， 我兴高采烈地跑进厨
房，喊着：“奶奶，我想学做土豆丝！ ”奶奶回过头
说：“丞丞啊，你还是出去玩吧，我给你做土豆丝好
不好？ ”我拉着她的衣角，坚决地说：“不好！ 我要自
己做。 只有自己做，才有吃不完的菜！ ”奶奶拗不过
我，只好同意了。

我挑了一个大胖土豆，学着奶奶那样去削皮。
但土豆一点儿也不听话，无论我怎么削，总会滑落
在地，还不忘打几个滚儿。 奶奶见我急了，蹲下来
说：“我帮你吧！ ”为了学会自食其力，我咬咬牙拒
绝了。 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成了削皮
的任务。 削好的土豆，变得凹凸不平，而且脏兮兮
的，真是太丑了。

打开水龙头， 经过反复搓洗， 才把土豆洗干
净。 该切土豆了，奶奶站在一旁，不停地叮嘱：“你
要慢一点儿，可别切到手了！ ”我把土豆放在菜板
上，拿着菜刀久久不敢落下。 “你不是要学做菜吗，
不切怎么行？ ”奶奶看不下去了。 我铆足了劲，一刀
切下去，土豆就像泥鳅，“唰”的一下溜走了，而且
滚到了地上。 我十分生气，咕哝着说：“做菜也太难
了吧！ ”奶奶听见了，意味深长地说：“人生，就没有
一件事是容易的。 ”

奶奶捡起土豆，冲洗之后递给我，说“你得死
死摁住它，不然它还会逃跑的。 ”这一次，我将土豆
摁在菜板上，不让它再调皮捣蛋，“嘿！ ”我使劲地
切，果然切下了一片。 奶奶却笑着说：“这不行，太
厚了！ ”我不服气，拿起菜刀又要切，可奶奶补充
说：“你得静下心来！ ”我深呼吸一次，比对好距离，
慢慢地从上往下切，土豆片的厚薄终于匀称了。 就
这样，我切完了整个土豆，感觉膀子都麻了，但是
心里却很开心。

接着，我把土豆片叠放整齐，继续“啪、啪、啪”
地切。 切出的土豆丝，有的像面条，有的像薯条。 奶

奶急忙说：“停，你看我来切！ ”我退下战场，只见奶
奶拿起菜刀，有节奏地起落，土豆丝果然细多了。
“别切完了，让我来吧！ ”我央求道。 奶奶看我跃跃
欲试，就放下了菜刀说：“饭要一口一口吃，菜要一
刀一刀切！ ”我点点头，握紧刀柄，一刀一刀切完剩
下的，新切的土豆丝终于成型了，真是慢刀出细活
呀！

将土豆丝泡在水里，我又拍碎大蒜，切好青椒
丝。 随即，打开了火，“嘶啦”一声，吓得我退了一
步。 蓝色的火焰跳着霹雳舞，好似在鼓励我要迎难
而上。 我鼓起勇气，倒入一勺油，就去捞土豆丝。
“快放土豆丝！ ”奶奶催促道。 我一着急，就把土豆
丝扔了进去。 糟了！ 只听“砰”的一声，油瞬间飞溅
出来，幸好我身手敏捷，躲闪及时，才没有被烫伤。

用锅铲推动土豆丝，听着“嘶、嘶、嘶”的声音，
我的心里又紧张又激动。 “快糊了， 你还要翻面
啊！ ”“嗯，好的。 ”我开始翻炒，谁知用力过猛，一些
土豆丝趁机越界了。 奶奶见我这么笨拙，就夺走我
的锅铲。 看她那娴熟的动作，我终于明白了：奶奶
的菜炒得这么好，是因为她日复一日地练习。

看来，想要学会做菜，我还要操练很长时间。
于是，我伸手要回了锅铲，像奶奶那样继续翻炒。
在袅袅的水雾中，土豆丝的香味扑鼻而来，这大概
就是当厨师的乐趣吧！ 见我陶醉其中， 奶奶招呼
我：“赶紧放大蒜和青椒！ ”看我手忙脚乱，奶奶又
帮我放了生抽、香醋和盐。

“起锅喽！ ”奶奶说。 “得令！ ”我关了火，盛好
菜，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酸辣土豆丝，光是看着就让
人胃口大开。 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那熟悉的味
道瞬间唤醒了味蕾，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满
足和惬意。

第一次炒土豆丝，虽然不是十分顺利，但也让
我体会了家人的辛劳。 最重要的是，我还明白了一
个道理： 困难是成长的催化剂， 挑战是进步的阶
梯。 在以后，我要学会更多的技能，为家人分担一
份责任。

（指导老师：尤成群）

时令已经进入深秋，空气中的凉意更
深了。

那一天，在去上学的路上，我看见了
秋天的模样，我发现了落叶的美。

我看见，在小区的通道两旁，有一排
银杏树。 在这个季节里，银杏树的叶子变
成金黄色。 满树金黄色的叶子，像是给银
杏树披上一件金黄色的外套。

一阵秋风吹来，满树的叶子“沙沙沙”
作响，像在唱着一首秋天的赞歌。枝头上，

它们有的不想离开树妈妈，紧紧抱着树妈
妈的枝头；有的被一阵风吹到远方；还有
的在空中打转，然后慢悠悠地落到地上。

我坐在妈妈电动车的后座上，忽觉头
上落了一个什么东西， 用手摸下来一看，
原来是一片银杏树叶。 我拿在手上看着
它，它是多么美丽，它的外形像一把精致
的小扇子，上面的纹路好精致，好像雕刻
家雕上去的。

我还看见路人也在欣赏树叶 ， 有老

奶奶在银杏树底下拍照 ， 留下美好瞬
间 ； 有的小姐姐蹲在地上捡起一片树
叶 ，和叶子合影 ；还有小朋友在铺满落
叶的地上跑来跑去，一边跑一边“咯咯咯”
笑。

看到这满地的金黄，我忽然就想起一
句古诗：“化作春泥更护花”。

（指导老师：丰韵）

如同铺在泥泞山道上的一条水泥路，
让成长变得平坦；如同洒在冰冷肌肤上的
一缕阳光，为成长带来温暖；如同点亮在
无边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令成长不迷失方
向。 爸爸，成长路上，有你真好！

我的爸爸有着高度近视，但仿佛丝毫
不影响他洞察一切：每当我犯了错，总是
瞒不过他。 这时，他会用利剑似的目光注
视我，似乎看穿一切谎言和伪装，让人无
处遁形。 但当我勇敢承认错误，努力做出
改变的时候， 他的目光又会变得柔和，充
满期待和关爱。

当我步入小学生活时，所需的文具渐
渐多了起来， 想读的书慢慢丰富起来，平
日思考的问题也天马行空起来。而你给了
我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为我买了很多文具
和课外书。 我欣喜地接过崭新的文具，捧
着散发墨香的书卷， 感动中带着一丝疑
惑：“爸爸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些？ ”你只
是微微笑着， 伸出大手摸了摸我的小脑
瓜：“傻孩子，知子莫若父，要努力加油，慢
慢长大哦。 ”生命成长时总会渴求更多营
养，爸爸总能洞察并尊重我的意愿，及时
浇灌我这株发芽的幼苗。

那些崭新的文具给我带来的不仅仅
是开心，也给我惹出了一桩“祸事”。 出于
虚荣的想法，我把一大盒橡皮带到学校向
同学们展示，天有不测风云，刚刚显摆完，
下午所有的橡皮就不知去向。回家路上的

天雾蒙蒙的，寒风呼啸着掠过大地，路上
行人匆匆，而我却步履维艰。 但再长的路
也有走完的时候。 回到家后几番纠结，我
壮着胆子把事情告诉你，你没有在意丢失
的橡皮，而是在意我“丢失”的平常心。 你
微蹙起眉头，把我叫到身旁，我战战兢兢
地走过来，迎接我的不是严厉批评，而是
温柔地劝导。你语重心长地教会我人前不
炫耀，人后不毁谤的道理。 我心中满是愧
疚，也自感无颜再提买新橡皮的事情。 谁
知第二天回家，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盒还
贴着膜的崭新橡皮，落日的余晖温柔地洒
在橡皮上，也温暖了我的心灵。 生命成长
时总会长出斜枝，爸爸总能发现并纠正我
的错误，及时修剪我这株抽枝的幼苗。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转瞬之间我从
一个稚嫩的小学生变成了朝气蓬勃的初
中生。 面对初中丰富多彩的社团，我既想
在 0 和 1 构成的虚拟空间畅游，又想沉浸
于数字带给我的思辨之乐，还想在运动场
上肆意挥洒青春和汗水，同时又想领略书
中的名士风流。眼看着社团报名的倒计时
一分一秒逼近，我却一直没有报名。爸爸，
你发现了我心中的迷惘之雾。轻轻坐在我

身边，听我讲完心中的疑惑。 你告诉我，人
要学会取舍，有舍才能有得。 于是你细心
帮我分析我的兴趣爱好和各个社团的利
弊。 从日照中天到夕日欲颓，你没有一点
不耐。 最终我选择了编程社团，这时你的
眉头才舒展开来，很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
膀，仿佛要给你心目中的好小伙子注入一
股力量。 生命成长时总会面临无数的抉
择， 爸爸总能注意并帮助我驱散迷茫，及
时引导我这株惶惑的幼苗。

是啊！ 血脉相连的羁绊，让您做到了
“知子莫若父”的亲情奇迹，那是岁月沉淀
下的深情理解， 是生命交织出的独特默
契，是无关乎视力的深沉爱意。

如同无声滋润万物的春日细雨，你总
是为我默默付出， 给予我温暖和力量；如
同无边的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你总是为我
拨开迷雾，指引前行的方向；如同浩瀚大
海中撑起的一叶小舟，总是开导我，鼓励
我勇敢做自己。 逐光而行，我们才能茁壮
成长，爸爸，你就是我成长路上，那永不熄
灭的微光！

（指导老师：柏虎锋）

《人间草木》 这本书是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生活
诗篇汇集，细数着花草虫鱼的点滴，承载着旧时光
的温情与记忆，描绘了风俗人情的斑斓画卷。 书中
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岁月最温柔的告白：“一定要爱
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柔情。”这是我读此书
的总体感受。

在这本书中，我感受到不同于梭罗《瓦尔登湖》
的宁静，这里是草木对时光的低语，是对岁月最真
挚的情感流露。 似雪的槐花、煤堆里顽强生长的芋
头、香飘十里的桂花、草原上的阿格头子灰背青、美
丽的昆虫花大姐、驱鬼的螃蟹、叫蚰子的呱呱声、强
壮霸气的刀螂，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生存，见证岁
月的变迁，却始终保留着对生命的最初眷恋。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 我们常常烦躁不安，
无处安放疲惫的心灵，真的需要给心灵寻找一方净
土，释放内心的焦躁情绪。 汪曾祺先生曾说：“世界
是喧嚣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
法就是闹中取静。 ”书中描绘了小桥流水的江南秀
色，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从文字里描绘的
景色让我们感受到安静与祥和。 在自然的怀抱中，

汪曾祺先生找到了生活的宁静。这是他给我们指出
寻找宁静的一种方式，努力融入自然，感受生活。

自然如同母亲温暖的怀抱，给予我们鼓励和慰
藉。汪老先生在阳台的煤块堆里发现的那颗顽强生
长的芋头，便是他在生活中获得勇气的源泉。因此，
我们不应让脚步过于匆忙， 而忽略了生活中的美。
让我们尝试挤一点时间，去拥抱自然，去感受一花
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同时汪老先生的笔下，草木鱼虫仿佛都有了灵
魂，仿佛有一种精神在文字里流淌。 为了体会这些
富有灵气的文字，我阅读时尝试转换角色，从阅读
者变成聆听者，努力倾听岁月如何在它们身上留下
印记，倾听它们对世界真情的告白，感受它们给予
我的勉励和鼓励。

寻常细微之物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
往收藏于有限之中。让我们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细微
小事，拥抱大自然中的万物，寻找精神的净土吧！

（指导老师：李艳青）

“当祖国召唤时，他们说‘我愿意’；当需要放弃个人利益
时，他们说‘没关系’。 ”《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
百年》一书晨钟暮鼓般敲击着读者的灵魂，将院士们甘于奉
献、默默付出的伟大精神传至人们心间。

《国之脊梁》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编，精选了 40 位在不
同学科领域取得突出贡献的中国院士。 书中的科学家涵盖了
物理学、数学、医学、工程学等多个领域，如李四光、钱学森、
袁隆平等。 他们在地质、航天、农业等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科
技成果，这些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极大地改
善了人民的生活。

回溯这些院士的人生轨迹，令人动容，催人奋进。 李四
光， 那个曾经贫困得连多买一张报名表都舍不得的少年，心
中埋藏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他自改姓名为“李四光”，不是灵
机一动的产物，是他矢志“光耀四方”的承诺。 钱学森、郭永怀
等一批爱国科学家，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
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夙夜匪懈。 袁隆平用一粒稻种改变了中国
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格局，郭永怀则用生命护送国家的核武
数据，甘于牺牲，不计个人得失。 这些科学家们，正如书中所
描绘的那样，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撑起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大业。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不是简单地讲述人物故事，通过深
入挖掘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家的心路历
程和他们的精神风骨。 这些科学家所展现的爱国、 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等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
气质的体现。 这其中尤为动人的是郭永怀的故事。 在一次极
其危险的任务中，郭永怀在飞机即将坠毁的那一刻，仍然死
死抱住装有重要科研数据的文件袋， 最终与数据一同被发
现。

书中记述了众多科学家的故事。 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卓
越贡献让人钦佩，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们面对艰难困苦时的决
心与使命感。 林巧稚，一位被称为“万婴之母”的医学家，用自
己的生命挽救了无数母亲和婴儿的生命。 钱学森，为了让祖国的国防更强大，甘愿埋
首科研几十年，不为名利所动。 书中的每一位科学家都是一座灯塔，照亮了后人的前
行之路。中国的科学家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将祖国
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在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舍
弃个人安逸，不畏艰难险阻，推动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民族复兴。他们的奋斗，是一部
中国百年崛起的壮丽史诗。

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逐渐淡忘了那些潜心科研、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们。而《国之脊
梁》用翔实的史料和动人的叙述，让这些已经渐渐远去的历史片段重新浮现在我们眼
前。 这不仅是一部关于中国科学家百年奋斗史的书，更是一部精神上的指南，告诉我
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应该如何去坚守自己的信念，如何面对前路的艰险。

《国之脊梁》是一部充满力量和感动的作品。 它不仅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科技事业
的辉煌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无怨无悔、矢志报国的伟大精神。
这样的书籍，是对中华民族奋斗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一盏指引当代年轻人前行的明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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