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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有声

南阳张仲景悬壶济世，蕲州李时
珍著书传道。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深
刻的却是隐于乡野的老中医赵大夫，
他虽比不上名扬四海的中华神医，但
在那个小村庄里， 他颇有些名气，在
村民心中的形象异常高大。

你瞧 ，天刚蒙蒙亮 ，他就骑着一
辆自行车赶往诊所了，他就是这么忠
于职守，一年十二个月 ，几乎天天都
在为患者的健康忙碌着。 在为患者把
脉时，他必须确保环境的安静 ，以便
全神贯注地感受患者脉搏的跳动。 随
后，他会风轻云淡地指出患者身上的

病根所在，他说得面面俱到，患者听得
心服口服。

到了抓药时，就愈发神奇了，中药
柜子里有两百多个小格子， 我看得眼
花缭乱，而年过花甲的赵大夫，根据自
己开的药方，闭目也能精准抓药。一次
多少用量，只需用手轻轻一抓，放在秤
上一称，几乎分毫不差。 不说别的，就
是距离几十里的县城人， 也会开着车
来找他看病。他要是给你熬制一剂药，
只需喝上个三四天，除了一些慢性病，
其他的保准会好， 别看这中药熬制出
来黑乎乎的，却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力。

一天， 我问赵大夫：“中医有什么
秘诀吗？”他微微一笑：“三分在百年传
承的配方典籍，七分在这。 ”他指着胸
口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格外用心，特
别是中医，药要是量少了则药效无力，
量大了可能会让患者有生命危险，所
以一定要用心！”你要问他医术有多高
明？ 那墙上一面面的锦旗会告诉你答
案。

这位杏林圣手， 正是我血液里最
温暖的骄傲———我的姥爷， 赵振汉先
生。

辅导老师 庞自娟

在我家附近的丁字路口，有一家
包子铺。 这家小店虽然面积不大，但
生意异常兴隆，每天早晨总是座无虚
席。 那位制作小笼包的老板，是一位
奇人。

每天清晨 ，我从家中出发 ，大老
远就嗅到空气中弥漫的包子香气，我
的肚子条件反射地发出 “咕噜噜”的
响声，双腿也不由自主地向那家包子
铺走去。 店老板是个精瘦的男人，总
是眯着眼睛微笑 。 他的手又大又粗
糙，却能制作出令人赞不绝口的美味
包子。

他 家 的 小 笼 包 仅 有 一 种 馅

料———猪肉馅 ，一笼恰好八个 ，每个
包子的大小都惊人地一致，仿佛经过
精确测量。 它们的体积仅比新生儿的

拳头略大，一口咬下去，外皮松软而富
有弹性，仿佛在品尝高级定制的蛋糕。
肉馅紧实Q弹，再搭配上老板秘制的
特殊酱汁，这味道真是“天上人间难得
几回尝”！

有一次，我起了个大早，专门去看
包子铺老板是如何制作包子的。 只见
他随手抓起一大团面团， 迅速将其分
成若干小份，单手麻利地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的面皮， 整个准备过程一气呵
成。 随后， 他在面饼上均匀地刷上料
汁，挖取适量肉馅包裹起来，运用他那
熟练的技巧，几下转圈捏合，再轻轻一
提，仿佛施展魔法一般，一个令人垂涎
的包子便完成了。尽管我描述得详尽，
但老板制作三笼包子的时间只需五分

钟。

在品尝包子时，我的好奇心泛滥，
便数了数每个包子上的褶皱， 它们都
恰好是 18个，真不愧是咱河南地地道
道的手艺人！

这家小店每天清晨都热闹非凡，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辅导老师 庞自娟

在我的记忆里，姥姥的围裙总是
系在腰间，蓝底白花的布料洗得泛了
白，像一片褪色的晴空。 每次看到它，
我就知道，姥姥又要开始忙碌了。

姥姥已过古稀之年， 个子不高，
身材微微发福，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
深深浅浅的皱纹，可她的眼睛却总是
闪烁着明亮而坚毅的光。 每天，当黎
明的第一缕曙光还未完全照亮天空，
姥姥就已经轻手轻脚地起身，系上围
裙，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厨房是姥姥的主战场。 她站在灶
台前，那粗糙却无比温暖的双手熟练
地忙碌着。 “哗啦哗啦”，这是姥姥淘
米下锅的声音，仿佛是音符在水中跳
跃。 姥姥微微弯着腰，眼神专注地盯
着锅里 ， 晨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身
上，照亮了她脸上细密的汗珠 ，也映

出围裙上那些斑驳的痕迹。紧接着，切
菜板上响起“哒哒哒”的声音，姥姥熟
练地切着蔬菜， 像是在演奏着一首欢
快的节奏曲。 不一会儿，米粥的香气、
煎蛋的香味弥漫开来， 姥姥的围裙在
香味中舞动。

上午时分， 姥姥系着围裙开始打
扫房间。她先拿起扫帚，从客厅的角落
开始，认真地清扫着地面。扫帚与地面
接触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是为勤
劳谱写的前奏曲。遇到顽固的污渍，姥
姥会蹲下身子，用手轻轻抠掉，然后再
仔细扫干净， 接着， 她又提来一桶清
水，将拖把浸湿、拧干，开始拖地。姥姥
弓着腰，用力地推动着拖把，每拖完一
块地方，就直起身子，用手捶捶腰，额
头上的汗珠顺脸颊滑落，滴在围裙上。
但她顾不上擦拭，又继续认真地拖着，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在姥姥的努力
下，家里变得窗明几净。

午后，阳光洒满了小院，姥姥系着
围裙来到菜园。姥姥吃力地提起水桶，
一步一步缓缓走向菜畦，“嘀嗒嘀嗒”，
水珠洒落在嫩绿的菜苗上， 仿佛是为
它们演奏成长的乐章。姥姥弯下腰，仔
细地为菜苗除草、施肥，她的双手在泥
土中穿梭，围裙上也沾上了些许泥土。
但姥姥毫不在意，她专注地看着菜苗，
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与关心， 仿佛看到
了它们茁壮成长的样子。

姥姥的围裙， 见证了她无数个勤
劳的瞬间。时光在围裙上留下了痕迹，
也在我心中刻下了姥姥勤劳的身影。
那些围裙上的时光，是我童年最温暖、
最美好的回忆，永远珍藏在我心底。

辅导老师 庞自娟

重读《三国演义 》中 《三顾茅
庐》的经典篇章，书页间跃动的不
仅是千年往事， 更如明镜般映照
出为人处世的深刻哲理。 刘备携
关羽、张飞三次踏访隆中，在云雾
缭绕的茅庐前， 用赤诚之心叩开
了成就霸业的大门。 这段佳话，恰
似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们追求目
标的前行之路。

故事中， 刘备听闻卧龙先生
诸葛亮身怀经天纬地之才， 便毅
然踏上求贤之旅。 前两次拜访，均
因诸葛亮外出游历无功而返。 但
他并未因挫折而退缩， 反而愈挫
愈勇。 直至第三次， 终于得见真
容。 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所打动，
纵论天下大势，随后出山辅佐，开
启了蜀汉政权的辉煌篇章。 在群
雄割据的乱世， 人才的归属往往
决定着势力的兴衰， 刘备贵为汉
室宗亲，却能放下身份，以礼贤下
士的姿态三顾茅庐， 这份对人才
的珍视，对理想的执着，令人肃然
起敬。

掩卷沉思， 这段历史给予我

们的启示远不止于历史本身。 在
人生的道路上， 真诚与坚持是克
敌制胜的法宝，无论是个人成长，
还是团队发展， 对优秀人才的重
视都至关重要。 就像在学习中，面
对难题时，有人浅尝辄止，选择放
弃；而真正的求学者，则会如刘备
般，锲而不舍地向师长请教，直至
将问题彻底攻克。 在团队合作中，
懂得尊重成员才能、 善于发掘人
才潜力的领导者， 往往能激发团
队的无限潜能， 凝聚起强大的战
斗力。

《三顾茅庐 》的故事 ，不仅是
一曲求贤若渴的赞歌， 更是一部
关于坚持与成功的生动教材。 它
告诉我们，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
唯有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 保持
持之以恒的毅力， 方能在人生的
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

章。 正如古语所言：“锲而不舍，金
石可镂。 ”这份坚持，终将化作照
亮前路的光芒， 引领我们走向成
功的彼岸。

辅导老师 庞自娟

都说码头市井上奇人辈出， 咱这平
原大地虽说不是码头， 但有绝活的人也
不少，就比如在街头卖豆腐串的张师傅。

一辆三轮车、一个灶台、几只碗和一
张板桌，这就是张师傅的全部家当。虽说
颇像一个街头小贩， 但只要在这吃过的
食客就一定会认准他家。 不仅是因为他
家的味道鲜美、真材实料，还因为他每日
必定出摊，从不缺席，绝不会让客人吃闭
门羹。

而令人称奇的， 是张师傅的豆腐串
煮得色泽金黄、汤鲜味美、不软不硬，滋
味十足，这可是硬功夫！金黄的豆腐串淋
上蒜汁和鸡汤， 便散发出与鱼翅相媲美
的鲜美。一口咬下，那味道宛如天上的仙
果，令人沉醉不已，仅这一口便足以征服

食客的味蕾。提到豆腐串时，食客一定会
首先想到他。

看， 张师傅摊位前， 食客们睁大眼
睛，伸着脖子，正在观赏他那一套行云流
水般的动作———夹、浇、撒，食物在分秒
之间就盛了出来。 一上桌就被食客大手
一抄，送入口中。 食客们眯着眼睛，大口
品尝着， 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这食物
别提多美味了！不一会儿，摊位前已经座
无虚席， 路边还有十几个食客在耐心等
待。 按张师傅的说法———这是被豆腐串

砸昏了脑袋了。

虽说张师傅的技艺高超， 但还是有
人暗中说长道短，泼他脏水。张师傅听到
后憨厚一笑，便把这些事抛在脑后。但后
来发生的一件事，经“大喇叭”（另一个手
艺人的外号）传开后，不仅堵上了这些不
怀好意的闲言碎语，还使“豆腐张”的名
声更响了。

一日， 张师傅正在像往常一样煮豆
腐串， 突然有几个人怒气冲冲地找上门
来。 领头的人问道：“你一直都说自己的
豆腐串干净卫生没有杂物 ， 那这是什
么？ ”说着便从袋子里取出一块又白又亮

的小棒。见此情景，张师傅不慌不忙地说
道：“这是我煮鸡汤时的鸡骨头， 每天都
新鲜熬制， 过滤骨棒时免不了会有漏网
之鱼。您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做一份。”
这几个人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张师傅真
材实料的见证，是汤鲜味美的基石。

从此，“豆腐张”的名声更加响亮，张
师傅也变得更加忙碌。从开摊到闭摊，那
口“咕嘟咕嘟”冒泡的锅始终未曾停歇。
这正是“豆腐张”的经营之道———实实在

在地做生意，清清白白地挣钱。正是凭借
精湛的手艺和优质的材料， 张师傅才能
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赢得了“豆腐张”的
美誉。 他所煮制的不仅仅是美味的豆腐
串，更是对顾客的承诺与信任。

辅导老师 庞自娟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充满快乐与自由的，
也是纯真且令人难忘的。 带着满满的好奇心，
我走进了妈妈那充满故事的童年岁月。

妈妈童年时的游戏宛如天上的繁星般多

姿多彩：跳绳、抓珠子、捉迷藏、丢沙包等，而
她最喜欢的便是抓珠子。 在那个物质稀缺的
年代，珠子都是自制的，妈妈和她的伙伴们会
搜集破旧的碗或瓦片， 用石头小心翼翼地敲
碎碗底，再将其磨成弹珠大小。 玩的时候要用
到七颗珠子，玩家需将一颗珠子轻轻抛起，同
时迅速抓取地面上的珠子， 并稳稳接住那颗
被抛起的。 从最初一次抓一颗珠子，到两颗、
三颗，难度逐渐增加。 这些小小的珠子，抛却
了妈妈童年时的忧愁与烦恼， 为她带来了无
尽的快乐和惊喜。

妈妈的童年没有漫长的寒暑假， 只有麦
假和秋假。 麦收时节，天刚蒙蒙亮，一家人便
不约而同地去地里割麦子。 那时候没有收割
机，只能靠双手一寸寸地割麦子，一天下来腰
酸背痛，汗水湿透衣衫，麦芒划过的地方又痒
又疼。 麦子收割完以后还得晾晒，如果突然天
黑要下雨了， 大家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
家，手忙脚乱地收起晾晒的麦子，生怕一年的
辛苦付诸东流。

在学习方面，妈妈印象最深的课文是《纪
念白求恩》，它是 1939年 12月毛泽东爷爷为
纪念白求恩写的悼念文章， 主要讲述了加拿
大人白求恩来我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经

历，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悼念，赞扬了他的国际
主义精神。 当时这篇文章与《为人民服务》《愚
公移山》称为“老三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
人。

妈妈的童年时光，虽然没有精致的玩具，
没有便捷的电子设备， 却有着质朴的快乐和
充实的生活。 那些和小伙伴们嬉戏玩闹的场
景、那些在田间地头奔跑的日子、那些在书本
中汲取到知识的瞬间， 都如同一幅幅温暖的
画卷，深深烙印在她的生命里，也令生活在新
时代的我无比向往。

辅导老师 庞自娟

当第一缕春风轻柔地拂过大

地，小区花园里的桃树便被唤醒，
满树桃花宛如繁星般缀满枝头 ，
那抹温柔的粉红， 瞬间点亮了整
个春天。

我凑近观赏， 看到有的花骨
朵圆鼓鼓的， 被一层略带绒毛的
萼片小心守护着， 像一个个怀揣
着梦想的小娃娃， 正积蓄力量等
待绽放；有的刚张开一两片花瓣，
似在偷偷窥探这个新奇的世界 ；
还有的花朵已完全盛开， 层层叠
叠的花瓣舒展着， 毫无保留地展
示自己的绰约风姿。 桃花花瓣彼
此相依，围成圆润的花盘，淡淡的
清香从中缓缓溢出， 如同轻柔的

梦，弥漫在空气中。 微风轻拂，花
朵轻轻颤动，花瓣如雪花般飘落。
此时，蝴蝶翩跹而至，在花间穿梭
嬉戏；蜜蜂哼着欢快的小曲，忙碌
地采集花蜜， 它们像是春天的使
者，传递着生机与活力。

观赏类桃花更是色彩斑斓 ，
除了浪漫的粉红色外， 还有鲜艳
的大红色，夺目耀眼，纯洁的雪白
色，清新雅致。 置身其中，我仿佛
也成了一朵桃花， 与同伴一起沐
浴阳光， 感受着春天的温暖与美
好。

桃花，是春天灵动的诗篇，是
大自然馈赠的礼物， 我爱这绚烂
多姿的桃花。 辅导老师 曹丽敏

油条王的“滚烫”人生
市实验小学五（14）班 李子墨

走进妈妈的童年岁月
市实验小学五（14）班 张浩洋

市实验小学五（14）班 王仁祺

围裙姥姥
市实验小学五（14）班 齐蕾迪

我的医生姥爷
市实验小学五（14）班 李明?

包子铺老板
市实验小学五（14）班 牛子昂

读《三顾茅庐》有感
市实验小学五（14）班 李忠翰

我的植物朋友
市第三小学三（7）班 孔艺煊

在天晴了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期都曾

聆听过长辈们讲述的神话故事 ，
这些故事充满了奇妙与神秘。 《山
海经》 便是这样一部汇集了众多
奇人异兽的典籍， 它是一部内容
丰富、风貌奇特的佳作，是中国古
典文学中的瑰宝。 《山海经》描绘
了诸多神秘的怪兽和异国他乡 ，
宛如步入一个梦幻般的境界 ，让
人既感到惊奇又难以自拔。

其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蛮
蛮鸟。蛮蛮鸟也被称作比翼鸟，这
种鸟非常独特， 每只鸟只有一只
眼睛、一条腿和一个翅膀。当雄鸟
与雌鸟并肩而立时， 它们便合二
为一，成为一只完整的鸟。 因此，
古人把比翼鸟比作爱情的象征 。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
道：“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
连理枝”，这句诗便是对唐玄宗与
杨玉环爱情的生动比喻。

阅读 《山海经 》之后 ，除了对
书中描绘的奇幻生物感到惊叹

外， 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怪兽
和异国其实是古人想象力的产

物， 它们不仅开启了幻想文学的
先河， 也不断激发着后人的想象
力。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趣味与
奇幻色彩的书籍， 翻开它的每一
页，你都将获得知识与启迪，沉醉
于那个充满想象的世界。 你是否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了

呢？ 辅导老师 韩会茹

《山海经》读后感
市子路小学五（6）班 刘星宇

晨曦微露，永安街的石板路上还蒙着
一层薄薄的水汽，油条王的油条摊就已经
在街角热热闹闹地支起来了。

油条王年近七旬，瘦巴巴的身板却像
装了弹簧似的，一刻也停不下来。 头上一
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几缕银丝倔强地从
帽檐下钻了出来。 他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
旧的绿色外套，袖口微微卷起，腰间系着
那件打着补丁的围裙，油渍麻花，却是他
多年以来的“战斗服”。

“来咯，热乎的油条马上就好，各位稍
微等一下！ ”油条王咧嘴一笑，声音爽朗得
能穿透清晨的薄雾。 说罢，他大手一挥，便
开启了一场油条“魔术秀”。

只见油条王走到面案前，那双手像是
被岁月磨砺过的璞玉，粗糙却又灵活。 他
面前的面团白花花、胖嘟嘟的，像一座小
雪山，又像一个胖娃娃。 轻轻按了按面团，
面团便乖乖地凹下去了一小块，又慢悠悠

地恢复原状， 他就知道这面醒得恰到好
处。 紧接着，他揪下来一个小面团，双手迅
速地搓动起来， 面团在他的掌心翻滚跳
跃，好似一个调皮的孩子。 眨眼间，一条粗
细均匀的面条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随后，
他双手捏住面条两端， 轻轻一拉一绕，一
个漂亮的油条坯子就成型了，动作娴熟流
畅，如行云流水。

最让人惊叹的是油条下锅的那一刻。
油条王微微眯起眼睛，瞅了瞅油锅 ，锅里
的油已经热得“滋滋”作响，像是在催促着
油条坯子赶紧下锅。 他不慌不忙，手腕轻
轻一抖，油条坯子便优雅地滑入油锅。 刹
那间，“刺啦”一声，热油像是炸开了锅，欢
快地包裹住油条坯子，小小的油条坯子仿
佛被施了魔法，迅速膨胀、变色，变得金黄
酥脆。 油条王手中的长筷子不停地在油锅
里翻动，确保油条受热均匀，他就像一位
指挥若定的将军，掌握着整个“战场”。 旁

人炸油条，要么没熟透，要么炸得硬邦邦，
而油条王从来不会出差错。

“哎呀，王师傅，您这手艺，真是一绝，
光是瞅着就流口水！ ”一名顾客称赞道。

油条王嘴角一扬， 脸上的皱纹都透着
得意：“我干这行呀，可大半辈子喽！从跟我
爹学手艺起，就琢磨这面团、这火候，天天
摸，闭着眼睛都能整出个样儿来！ ”

说话间，第一锅油条已经新鲜出炉，金
黄金黄，香气四溢。油条王熟练地用筷子夹
起油条，放在一旁的油铁丝网上控油，又手
脚麻利地给顾客们装袋。 “大伙趁热吃，保
证酥脆爽口！ ”他热情地招呼着，递出的每
一根油条都承载着浓浓的人情味。

在这烟火升腾的街道一角， 油条王和
他的油条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精湛
的手艺、质朴的热情，温暖着每一个清晨，
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印记。

辅导老师 庞自娟

在天晴了的时候，
且到山间去悠悠地走。
被雨润泽过的小径，
定然是松软且清凉。
炫耀着嫩芽的柳树，
已瞬间洗尽了尘垢。

嫩绿的小草们，
慢慢举起它们的手，
试试暖，试试寒，
而后一根根舒展。

抖落水珠的蜻蜓，

于花丛间自在飞舞，
将那透明的薄翼，
迎着阳光一颤一颤。

到山间走走吧，
在天晴了的时候。
带着笑，迈着轻快的节奏，
踩着石梯，锳过溪流。
阳光将阴霾驱走，
我们在山间欢闹游戏。
瞧，远处错落的房舍，
乡下人家正忙碌不休。

辅导老师 李婧琦

市子路小学四（5）班 杨翰羽

清 风 诗 笺

豆腐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