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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安康， 是陕南一座山清水秀的
小城，是当之无愧的“秦巴明珠”。

安康的美，美在水。 汉江穿城而过，把这
小城分为南北两半。安康的水真静啊！静得好
像一面大镜子， 把汉江两岸的青山都照了进
去。 安康的水真清啊！ 清得能看见江底的沙
石。 安康的水真绿啊！ 好像一条长长的绿丝
带。 汉江水的美，美得并不空洞，汉江不仅用

自己甜蜜的乳汁养育了两岸的人民， 还通过
南水北调工程，把水输送到北京，让首都人民
也喝上了甘甜的汉江水。

安康的美，还美在山。 安康的山真高啊！
平利的山高耸入云，是一个天然的中药库；安
康的山真青啊！ 紫阳遍地都是郁郁葱葱的茶
山，给紫阳添上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安康的山
真险啊！ 南宫山危峰兀立， 站在山顶上往下

看，就是一片绿油油的树木。
安康的美 ，美得并不空洞 ，不光平利的

山里面有数不清的天然中药材 ， 紫阳也种
满了遍地的茶树 ， 这和人类的健康息息相
关。

这样无私的水，这样富饶的山，怎能不让
每一个安康人感到自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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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汉江，
担得起所有的赞誉，叫我怎不倾心歌颂！

地理课上初闻汉江，老师有声有色地讲：
“它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就在我们脚下流淌。”
冗长的介绍钻进耳朵，我心里暗忖：“不过是大
些罢了，何足挂齿？ ”这般浅薄认知，在老师道
出它是“南水北调工程悍将”身份时，瞬间土崩
瓦解。 “南水北调？ 引汉江之水北上至京津？ ”

回到家，我火急火燎地查起了相关资料，
这更让我大吃一惊。耗费巨资、动用无数人力，
只为将汉江澄澈的水送往北方干渴大地，只为
同胞能饮上一口干净甘甜的水。 那一刻，我搜
肠刮肚找形容词汇，“伟大”二字在这份磅礴奉
献面前都稍显乏力，“母亲”一词却油然而生。
汉江，不正像默默付出、倾尽全力滋养子女的
母亲吗？

虽然天色已晚，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去寻觅
那流淌在脚下的奇迹———汉江！ 月光洒在江
面波光粼粼，月影摇曳，如梦似幻，却难览全
貌，不免有些失望。伫立江畔，历史的厚重感漫
上心头，汉江之源汉中，那是刘邦金戈铁马、建
功立业起始之地，它裹挟着千年风云，一路润

泽古今。
次日清晨，我迎着朝阳奔赴江边，倦意被

眼前美景一扫而空。 眼前汉江澄澈见底，有那
份独特柔美。 如果不是那泥土的清香，你真的
会以为这是一幅水墨画：清晨那若有若无的水
雾，使它披上了一层白色轻盈的纱，它不是西
施的病态，而是杨玉环那样的妩媚，活脱脱一
个标致的中国女子形象。

我陶醉了，俯身掬一捧汉江水，这来之不
易的水……当你在高兴或难过， 疲惫或轻松
时，喝下这样一口甘甜而清凉的水，难道你就
觉得这只是水？ 这哪仅是水？ 每一滴都凝聚无
数无名英雄心血。 他们远离家乡，扎根工程一
线 ，战寒暑 、克难题 ，恰似汇聚江河的 “小水
滴”， 默默托举起润泽民生的壮举。 饮水需思
源，浪费一滴水，便是辜负他们的心血。

我想到的词语，还是母亲。 汉江，如母，孕
育生命、润泽四方；祖国，亦如母，凝聚万千力
量托举民生福祉。我赞汉江，更颂祖国，愿这方
澄澈永润山河，愿奉献精神熠熠生辉！

（指导老师：刘小晴） 二十四节气的大雪， 标志着严寒的冬天
真正来临了。

下午， 冬阳怯怯地露了一个面儿， 很快
地，又钻进灰蒙蒙的天际之上，连它也好像怕
冷似的。

街上的行人，也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连走路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可是， 爸爸单位门前的银杏树像不怕冷
似的，在北风凛冽的寒冬，用生命绽放出来的
颜色， 给灰蒙蒙的冬日添上了一抹又一抹灿
烂的金黄。

中午放学回家， 我从爸爸单位门口路过
时，眼前一亮，我看见了一棵又一棵披着金黄
色外套的银杏树。

一阵北风吹过，满树的叶子发出了“沙沙
沙、沙沙沙”的声音，满树的叶子舞动起来，有
的被北风带到了远方；有的在空中打着旋儿，
飘飘悠悠落了下来；还有的不肯离开大树，战
战兢兢地抱着树妈妈的枝条。

树下，已经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的地
毯。

一位小姐姐从这里路过， 看见满地的金
黄，赶紧取出手机，摆起剪刀手，拍了几张美
美的自拍照。

一位老奶奶从这里路过， 看看满地的银
杏叶，她停下脚步，生怕一不小心把树叶给踩
了。她从大衣里拿出手机，一会儿拍树上的叶
子，一会儿又拍地上的叶子，她想把这冬日的

灿烂定格在自己的相册里呢。
我从树下走过 ， 也被这冬日的银杏树

吸引了。 一片一片的银杏叶落了下来，我蹲
下身子，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捡起一片树叶 ，
这金黄的树叶，多像是一把小扇子。 树叶上
一条一条的纹路清晰可见 ， 像是雕刻家精
心雕刻上去似的。 多么精致的叶子啊！ 我连
忙捡了好几片 ， 想带回家用这些树叶做书
签。

我被这金黄的小树叶舞动的美丽感动
了。这小小的银杏叶啊，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
一刻，也要把美丽留给人间。

（指导老师：丁勤花）

那天，阳光明媚，我们六年级的同学们怀
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研学活动的旅程。这是
我们第一次离开学校， 去体验不一样的学习
生活，充满了期待与好奇。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西安著名的半坡遗址
博物馆。 博物馆里收藏了六千多年前的珍贵
文物，我们模拟了半坡人的生活，体会了半坡
人的生活环境以及半坡人的奋斗精神。 我们
的第一项任务是学习钻木取火。 老师详细地
给我们讲解了钻木取火的知识和技巧， 并为

我们示范了标准动作， 然后我们分组进行实
践。 我负责固定木棍，虽然汗水浸湿了衣服，
但当我看到小小的火种在干草堆上逐渐燃起
来了火苗时，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

午餐后，我们进行了团队拓展活动。我们
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完成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需要大家的合作与沟通。 在完成任
务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大家都
没有放弃，而是相互鼓励，共同努力。最终，我
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

了团队的力量。
这次研学活动，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

还收获了友谊和成长。我明白了，学习不仅仅
是在课堂上，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体
验，都是学习的机会。这次活动让我更加珍惜
与同学们的相处时光， 也让我更加期待未来
的学习生活。

夕阳西下， 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半坡
遗址博物馆。

冬 日 即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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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汉江
汉滨初中滨江校区八年级（5）班 刘渤涵

在中国这个美丽文明的国家里，有许多著名景区，如重庆奉节的白
帝城、江西九江市的庐山、蜿蜒曲折的黄河等，而我今天要推荐的，就是
巍峨的华山。

华山，古称“西岳”，雅称“太华山”，是我国五大名山中的一座，它以
险而峻出名，自古以来就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是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和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 华山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
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等多位帝王都曾到访华山进行祭祀活动。 华山不
仅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圣地，还与佛教文化有着比较深厚的渊源。

攀登华山也是很多人的心愿。 如果你是上午去的话，从山脚向山峰
仰望，山中飘着浓郁的雾气，犹如仙境一般。 其实那是水蒸气，当一缕阳
光从天空洒落下来，雾气就会出现不同的颜色，好像是天上的一朵云霞
落到了山中似的，美丽极了。

过了一会儿，那些雾气就在树枝上凝结成水珠，那水珠就像珍珠一
样。 一阵风吹过来，树枝轻轻摇动，露珠又像下雨一般，滴滴落下。 如果你
站在树下，就会成为一只“落汤鸡”，如同一颗颗冰雹打落到了身上一样。

中午，雾气不见了，一座巍峨的高山呈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你爬到了
半山腰，随处可见高大的白桦树，或许这就是“华山”的来历吧。 爬山累
了，可以在桦树下休息一会儿，有些人在聊天，有些人在喝水，有些人在
吃零食，有些人会拿着手机和华山合照。 这时候，你会发现爬山的人越来
越多。 当你攀登到华山顶上，你会看见，几乎所有人都会在山的最高点上
合照，因为那里的风景很好，拍出来的照片会更好看，这就是中午的华
山。

下午，人们纷纷下山，都要准备回家了，华山就慢慢安静了。 人影渐
少，山中冷清，可还是有人在照相，因为此时人很少，也是合照的最好时
间，幸运的话还可以拍到和晚霞的合影呢。

这就是巍峨的华山，它的一天都很美。 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
里路。 ”如果你有时间也去看看吧！

（指导老师：温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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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何龙苗 张磊）“大家
知道火狮子是如何编织的吗？ 舞狮人又是如
何把握舞步节奏的？ ”近日，石泉县池河中学

邀请县文化馆开展了一场以民间舞狮为主
题的非遗文化讲座，通过科普民俗、实操体
验，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讲座中，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图文并茂介
绍了踩高跷、火狮子、皮影等县域非遗文化
项目，讲解了各类民俗的历史由来和发展演
变， 同时指出当前非遗文化传承面临的困
境，强调青少年是非遗传承保护的中坚力量
和未来希望，有传承非遗的责任和使命。 受
室内场地所限，火狮子传承人通过视频演示
的方式，向青少年学生介绍了火狮子的表演
过程，引得现场师生阵阵惊呼，勾起广大学
生对火狮子表演的浓厚兴趣。

传承人向学生传授了编织狮身、舞狮动
作的基本要领，现场学生热情高涨、跃跃欲
试，在传承人的指导下，学生代表还实操体
验抖动狮身、跳跃、绕场走动等舞狮的基础
动作，沉浸式感受家乡非遗文化的魅力和韵
味。

近年来，石泉县池河中学把传承非遗文
化和教育教学中心工作相结合，通过开展非
遗研学、开设非遗社团、非遗进校园，大力弘
扬非遗文化和民间艺术，丰富学生的社会视
野和文化底蕴，涵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家国
情怀， 提升学校的办学品质和文化品位，引
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寒冬时节，地处秦巴山深处的岚皋县佐
龙镇晓道片区，清幽的河水环绕着晓道小学
静静流淌。操场上正在排练岚皋特色非遗节
目———晓道竹马，伴随着明快的节奏，孩子
们踏着英姿勃发的步伐，挥舞着马鞭，雄赳
赳气昂昂地踏步、跳跃、转身，灵活地变换着
队形，队长唐鑫菊英姿飒爽的身影格外引人
注意。

今年 11 岁的唐鑫菊上六年级， 是秦巴
山区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自她出生后就一
直在外地务工，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勤
劳的爷爷奶奶操持着家中的一切。大山的雄
厚宽广塑造出她淳朴、坚韧的性格，在学校
她用功读书、团结同学，各科成绩都名列前
茅。

在家里，唐鑫菊是爷爷奶奶贴心的小帮
手，喂猪、养鸡、做饭……各种家务活得心应
手。今年是一家人细心管护拐枣林的第八个

年头，唐鑫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拿着自己的
小农具，和爷爷奶奶到自家即将投产的拐枣
林里管护除草，爷爷奶奶砍灌林间的枯枝藤
蔓，她个子稍矮就帮忙清理地上的杂物。

唐鑫菊所在的晓道小学始建于 1936
年，是晓道片区唯一的一所学校，随着城镇
化的加快、人口外迁和地域限制，生源一直
处于萎缩状态，学校现有学生 63 人，其中留
守儿童就有三分之二左右。

针对乡村小学留守儿童基数大的现象，
“爱心妈妈”结对帮扶、家访、心理辅导、集体
活动等留守儿童关爱工作已成为晓道小学
的日常。 心理咨询室里，常常能看见老师和
学生们交流谈心的身影， 在老师的指导下，
孩子们利用各种模型摆件在沙盘里自由表
现与创造，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

在晓道小学，教师经常发挥着“代理家
长”的作用，扮演着“第二父母”的角色。 老师

可以及时了解他们在学习、生活、心理方面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并引导他们妥善地解
决。

在岚皋，像唐鑫菊这样的留守儿童散落
在各个乡镇学校中，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孤独
和思念，但同时也孕育着坚韧和希望。

“对于乡村学校来说， 师资力量确实比
城区学校紧缺，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
每一位老师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他们最需要爱的阶段，给予更多的关爱。 ”
当地一位老师说。

据统计， 岚皋县共有义务阶段的学生
12748 人，留守儿童 1191 人，占义务教育阶
段在校生总数的 9.34%。 全县有 13 支“爱心
妈妈” 工作团队常态开展关爱帮扶活动，共
吸纳“爱心妈妈”志愿服务者 439 人，累计开
展结对关爱活动 200 余场次 ,500 余个家庭
获得关爱服务。

火狮子进校园 舞出非遗新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雷应坤）今年以来，白河县麻
虎镇扎实推进“孝义善举”培育工程，以孝义文化进
校园为抓手，让孝老爱亲、爱国爱家等传统美德融
入义务教育各阶段，一座座孝义校园也成为孝义文
化培植、弘扬的温暖“港湾”。

打造孝义文化阵地。 “童心传孝道， 爱国植情
怀”，麻虎镇中心幼儿园孝义馆外墙上，孩子们手绘
的生动图画引人注目：有孩子给老人捶背的温馨画
面，也有五星红旗下孩子们茁壮成长的身影。 走进
馆内，处处展现着孝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孟母
三迁等故事绘本，有孩子们参与实践的照片，有手
绘的传统文化扇面，有文房四宝、茶艺文化研习角，
还有“黄香温席”“卧冰求鲤”等传统故事小舞台。 据
了解， 该园围绕孝义馆打造幼儿孝义教育的阵地，
除了课堂教学、课外实践，还注重引导孩子们通过
听说读写等方式自主分享对于孝义文化的认识、感
受，帮助他们从小培育孝义文化观念。

丰富孝义文化实践。 在麻虎镇中心小学“传颂
经典，阅读未来”主题诵读活动中，孩子们齐声诵读

着《三字经》。 此外，《阳光下成长》传递出孩子们积
极向上的生命力，《少年中国说》表达出对未来的美
好期望，《歌颂祖国》 则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朗
诵，歌颂伟大祖国。 该校通过诵读经典作品的形式，
深化学生们对家国大义、崇德向善等传统价值观的
认识，让孩子们以新颖、活泼、易于接受的形式感受
中华文化的熏陶，也为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
力和内涵。

探索家校共育模式。 为强化家校沟通，凝聚育
人合力，麻虎初级中学始终坚持以家长会为平台和
纽带促进家长和学生的 “双向奔赴”。 该校通过评
选、表扬“美德少年”和“教子有方好家长”，用两个
层面的先进典型形成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学生弘扬
继承传统美德， 号召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们作表
率。 同时，落实落细家长委员会机制，严格选聘家委
会代表并颁发聘书，明确其职责与义务。 通过家委
会在德育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促进学校和家庭之间
的沟通交流，助力孝义校园建设。

麻虎镇：孝义校园暖童心

山 水 安 康
安康市第一小学六年级（10）班 石彬琪

旬阳市庙坪九年制学校的大课间时间，伴随着优美轻柔的太极拳音乐，老师们身穿太极服，脚蹬太
极鞋，齐聚在学校大操场上，练习二十四式太极拳，成为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潘文进 摄

深秋研学半坡遗址印象深
镇坪县城关小学六年级（1）班 张佳怡

“爱心妈妈”为留守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通讯员 马洪玉 王舒 但汉宁

学学生生课课堂堂体体验验 何何龙龙苗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