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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做的是，让自己的光芒亮
到别人无法忽视。

探秘三星堆
今天，我来到大名鼎鼎的三星堆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来到了一楼的展厅，我看见一

个有三个脚、一个把手和一个壶嘴的陶器。爸
爸告诉我，它叫陶盉，是一种温酒器，下面有
三个中空的袋状足与器身相通，它反映了当
时的农业状况。

接着，我们来到了二楼，重头戏马上登场：
青铜大立人。爸爸跟我说，它由立人像和人像
座两部分组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
像。大立人青铜像头顶花冠造型庄重，有一个
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它采用分段浇筑法制
成，人像中空，出土时内存泥芯。我看见立人像
双手中空，便问爸爸：“它是不是拿着什么东西
呢？”爸爸说：“它确实拿着东西，现在普遍认为
它拿着象牙。因为它的手是有弧度的，象牙也
是有弧度的，所以就有了这个猜测。”

时间飞逝，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参观
完了三星堆。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神奇的
三星堆，脑海里还一直盘旋着这些神奇的文
物和三星堆的故事。三星堆是古蜀先民智慧
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段雄浑的乐章，
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稠城第三小学403班楼维时 指导老师黄萍

我们班的“大嗓门”
“啊——”一声巨响毫无征兆地在教室炸

开，不用猜，肯定是我们班的“大嗓门”陈晫又
开始“表演”了。在我们班，陈晫的大嗓门可是
出了名的，他就像随身携带了一个超级扩音
器，随时随地都能把声音“放大”到极致。

课间，教室里一片嘈杂，同学们嬉笑玩闹。
可即便如此，陈晫那爽朗的笑声还是能轻松穿
透层层声浪，直抵每个人的耳朵。“哈哈哈……”
那笑声格外响亮，就像一串清脆的鞭炮，噼里啪
啦地在教室里回荡，谁都没法忽视。上课的时
候，他也时常因为嗓门大“崭露头角”。老师讲着
讲着课，要是抛出个问题，陈晫一旦有了想法，
那高高举起的手就像一面急切的旗帜，还没等
老师点他名字，答案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从他嘴
里冲了出来，那音量，仿佛要把屋顶掀翻。

有一回，老师站在讲台上，笑容满面地宣
布：“这次笔顺本作业，要是字写得最漂亮，还
没有任何涂改，就可以免做练字作业哦！”这
话一出口，全班瞬间沸腾了。同学们个个摩拳
擦掌，眼神里满是斗志，一场激烈的“书法比
拼”就此拉开帷幕。过了一会儿，老师开始在
大屏幕上展示几位同学的笔顺本，让大家一
起评价，选出能免作业的幸运儿。一本本佳作
在屏幕上闪过，同学们纷纷点头称赞，小声议
论着哪本写得更好。就在这时，一个极具穿透
力的声音骤然响起：“这本不好看！”那声音，
就像平地炸响的惊雷，瞬间盖过了教室里所
有的声音。不仅如此，那音量大得仿佛能让整
个教室都跟着震动起来，我坐在座位上，只感
觉耳朵“嗡”的一声，差点被震得“罢工”。老师
一脸惊讶，凑近屏幕看了看那本本子上的名
字，这一看，大家都乐坏了——原来，那正是
陈晫自己的本子！刹那间，教室里爆发出一阵
哄堂大笑。同学们有的笑得前仰后合，双手捂
着肚子；有的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不停地用手
抹着眼角；还有的一边笑，一边拍着桌子，整
个教室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

这样的事儿在陈晫身上数不胜数。也正
因如此，现在只要一提起“大嗓门”三个字，他
那活力满满的形象就会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
里。在我们的校园生活里，他就像一颗闪耀的

“声音之星”，用他独特的大嗓门，为我们的日
常增添了无数欢乐与趣味。

稠城第三小学403班贝菥蕊 指导老师黄萍

弟弟
我的弟弟有一张胖乎乎的小脸蛋，简直

就像一个圆滚滚的小球。当他咧开嘴笑的时
候，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他的小嘴也很有特
点，从早到晚，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几乎很
少合上。那他的小嘴一般都在做什么呢？常常
是在“哇……哇……”地大哭呢！

弟弟是个“机灵鬼”。有一次，我在房间写
作业，弟弟趁妈妈在洗衣服，便偷偷摸摸地跑
到我房间，小心翼翼地拿起妈妈的手机，准备
看动画片。他一边看，一边左顾右盼，确认妈
妈还在阳台后，才放心地看了起来，还悄悄跟
我说：“这件事可千万别告诉妈妈。”我点了点
头，随后弟弟跑开了。可他刚跑到我房间门
口，妈妈就生气地说道：“你怎么敢偷拿我的
手机看动画片？小坏蛋！”弟弟赶紧把手机还
给妈妈，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弟弟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懒虫”。有一
次，我写完作业从房间出来，看见客厅的地上
一片狼藉。往旁边一看，发现弟弟正懒洋洋、
逍遥自在地躺在沙发上，再看看旁边散落一
地的玩具，我心想：这肯定又是他干的“好
事”。唉，他什么时候才能自己收拾玩具呢？我
走上前去帮他收拾玩具，不过给他留了一半，
让他自己完成。弟弟睡醒后，我笑眯眯地问：

“你睡醒了吧？”弟弟揉了揉眼睛说：“睡醒
了。”我接着问：“睡醒了，有力气了对不对？”
弟弟回答：“对。”我说：“有力气了，那就快点
整理玩具，不许偷懒，我可盯着你呢！”弟弟不
情愿地说：“好吧。”这才开始收拾玩具。

现在你知道了吧？我的弟弟既是个“机灵
鬼”，也是个“大懒虫”。

稠城第三小学403班楼亦煊 指导老师黄萍

清明节
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一大早，我就和

爸爸妈妈一起上山去扫墓，奶奶则在家做清
明粿。

奶奶用艾草汁和糯米粉揉成面团，面团翠
绿翠绿的。包上红糖和芝麻，再捏成一个个三
角形，这些清明粿看起来就像一架架战斗机。

扫墓回来，我还在老远的地方就闻到了
一股清香，馋得我直流口水。我吃了一个又一
个，清明粿的味道太美味了！
稠城第三小学107班华之昂 指导老师陈晓清

制作蜜枣
又到了枣子丰收的季节，我跟着妈妈

来到一位叔叔家体验制作蜜枣的过程。
首先，制作蜜枣要把枣子洗干净。将枣

子装在大竹筐里，放在水下不停地冲洗、摇
晃，洗净后先放在一旁沥干。接着，把枣子从
一个布满刀片的机器中推过去，这样枣子上
就会留下一条条划痕，这个过程需要耐心且
小心地完成。然后，把划好痕的枣子放进锅
里，撒上大量白糖，先腌制一会儿，再开始熬
煮，整个熬制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期
间要不停地翻动枣子，防止粘锅或受热不
均。熬煮完成后，需把枣子盛出放凉。

叔叔告诉我，熬好的枣子还需要在空
调房里放置一晚上，等第二天枣子完全凉
透了才能装罐密封。我发现，经过一晚上的
放置，蜜枣从原来的金黄色变成了半透明
的琥珀色，外面裹着的糖也亮晶晶的。如果
想保存更久，还可以将蜜枣烘干，那时蜜枣
外面就像裹着一层糖霜，一口下去，甜甜糯
糯，香气四溢。

蜜枣，作为“义乌三宝”之一，是送礼佳
品。今天很开心体验了蜜枣的制作过程，我
这才知道蜜枣上的划痕不是天生的，而是
人工一个个划出来的。我自己还亲自体验
了一把，真的十分有趣。
稠城第三小学403班叶羽翰 指导老师黄萍

我的乐园
如果你们问我，我的乐园在哪儿？我一定

会回答，当然是我家阳台的一角，关于它的快
乐故事可多着呢！

我的乐园很简易，是用几包纸和几个箱
子搭成的小屋，里面放着一张大大的椅子。旁
边有个收纳柜，柜子上贴着很多好看的贴纸。
我还在小屋里藏了许多书、糖果和玩具，它们
都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闲暇时，我可
以坐在摇椅上看书，也可以发发呆，还能吃着
棒棒糖，回忆甜蜜的生活！

我一天到晚都牵挂着我的乐园。白天上
学前，我要看看它有没有倒塌，帮它扶扶正；
中午吃饭时，吃着可口的饭菜，心里想的还是
我的乐园；夜晚，不管功课再多、有多疲惫，我
都一定要来到我的乐园看一看、挪一挪。在晴
朗的夜空下，坐在摇椅上看星星，也是十分有
趣的事呢！

要是我一不小心惹妈妈生气了，我就会
冲进我的乐园。打开门，坐上摇椅，拿起一本
喜欢的书，一边吃着棒棒糖一边看书，那触动
味蕾的香甜，似乎能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过
一会儿，我把提前做好的作业拿给妈妈，妈妈
立刻转怒为喜，说：“对，就该这样。”

我的乐园啊，你装满了我童年的回忆，给
我带来无限的欢乐！你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
亮我成长的道路。

稠城第三小学403班骆家承 指导老师黄萍

“浙”里出发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记

得小时候，第一次读到这首诗，妈妈就给我讲
了张骞出使西域的传奇故事：两千多年前，张
骞带着他的队伍，翻山越岭，穿越沙漠，历经
重重困难，终于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之
路——丝绸之路……那时候，对这条神秘丝
绸之路的好奇心，就在我的小脑袋瓜里悄悄
生根发芽了。

寒假的时候，我跟着爸妈去了趟宁波，玩
得十分开心！我们参观了一个特别的展览，名
为“东方的起点——海上丝绸之路跨时空对
话”。一进门，我就看到一群骆驼商队在沙尘
中前行，那画面简直和我梦里张骞出使西域
的场景如出一辙！我激动地赶紧往里冲，看到
了好多珍贵文物，比如铜轺车、晋归义羌侯金
印、伊斯兰蓝琉璃盘……这些文物仿佛在争
先恐后地向我讲述每个朝代的故事。最让我
难忘的是宁夏固原博物馆的展品——鎏金银
壶，壶身上有6个外国人的雕像，妈妈告诉我
那是古希腊人呢！这让我对我国古代对外交
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外公跟我讲，咱们老家义乌现在也有了
自己的“丝绸之路”，那就是“义新欧”中欧班
列。我缠着外公带我去看看这条“钢铁丝绸之
路”的起点站——义乌西站。那一列列火车就
像一支支“钢铁驼队”，载满了义乌的小商品，
一路向马德里等欧洲城市进发。驼铃和汽笛
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历史和现代仿佛在对话。
虽然交通工具和速度变了，但人们交流和分享
的愿望始终没变。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
德所说：“文明因为交流而变得多彩，因为探索
而变得丰富。”义乌这个“世界超市”，就像过去
的敦煌，正逐渐变成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
中心，我由衷地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

随着驼队的铃声渐行渐远，火车的汽笛
声却越来越响亮。从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
到海上贸易的繁荣，再到现在的“义新欧”中
欧班列，中国人对文化交流的热爱从未改
变。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义新欧”中
欧班列就像一位坚定的使者，用它的稳定和
高效把东方和世界紧紧相连。它传递出的信
息很明确：文明就像水，看似柔弱却能水滴
石穿；交流就像品茶，时间越久越能品出其中
的韵味。只有当各种文明在平等的对话中相
互学习、相互滋养，人类才能携手共创更加美
好的未来。

稠城第三小学403班吴姿萱 指导老师黄萍

小帮手
周末，我像只小蜜蜂似的，紧紧地围着妈

妈转。妈妈在厨房里洗菜，水珠“哗啦啦”地唱
着歌。

我踮起脚尖，好不容易够到抹布，学着妈
妈平时的样子，把抹布折成方块。桌子上的酱
油渍看起来像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我使劲地擦
呀擦，抹布都变得像小花猫的脸了。阳光从窗
户透进来，把水珠映照成亮晶晶的小星星。

擦完桌子，我又去扫地，笤帚苗儿轻轻扫
着地板，就像在挠地板的痒痒。妈妈把叠好的
衣服放进柜子时，我偷偷把袜子卷成一个个

“小春卷”，整整齐齐地排在抽屉里。
妈妈摸着我的头说：“我儿子会当小帮

手啦！”我闻到自己手指上有淡淡的洗洁精
香味，我知道，那是劳动的味道呀。窗外的柳
树在春风里摇曳，似乎也和我一样，开心地
摇晃着。
稠城第三小学107班祝紫阳 指导老师陈晓清

乡村的田野
大自然是一位技艺超群的画家，在乡村

田野这张原本平平无奇的画纸上，描绘出一
幅五彩斑斓、充满芬芳与甜蜜的画卷。

乡村的田野美不胜收。成片的田园被农
人们分成一垄垄整齐的菜地，金子般的玉米
露出了笑容；碧玉似的青菜水灵灵的；胖娃娃
般的萝卜圆滚滚的……不远处，在成排树木
的掩映下，错落有致的房屋若隐若现，“绿树
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景跃然眼前。夕阳
的余晖洒在成片的枯草上，反射出缕缕光芒，
俨然是“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的别样景致，只不过这里是“一道残阳铺‘草’
中，半‘草’瑟瑟半‘草’红”，让人如入仙境。

乡村的田野是甜蜜的。成片的甘蔗挨挨
挤挤，叶鞘从枝干间冒出来，随着秋风起舞，
奏出阵阵“沙沙沙”的乐曲。这时，连秋风都带
着丝丝甘蔗的香甜味。不久，这些甘蔗将被运
往榨糖厂，制成义乌特产——义乌红糖。古法
熬制是义乌红糖最引以为傲的“绝招”。在义
乌乡村传统的红糖厂里，九口铁锅从大到小
一字排开，底下烧着极旺的柴火。制糖第一步
是把甘蔗榨成甘蔗汁，再把汁水倒入第一口
锅，熬到一定程度，把糖水舀到第二口锅。甘
蔗汁就这样依次往后倒入下一口锅，汁水从
稀到稠，到最后一口锅熬到一定程度，糖浆就
熬好了。接着，糖浆被舀到木床上，有的凝固
直接制成红糖块，有的加入小苏打制成红砂
糖。义乌红糖还被用来制作各类美食，如红糖
麻花、红糖酥饼、红糖泡筒……光听这些名
字，就觉得香甜可口，让人垂涎欲滴。

看，如此美丽的乡村，怎么不让人流连忘
返呢？

稠城第三小学403班朱逸珵 指导老师黄萍

春天来信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们收到了

一封春日来信，里面装着明媚的四月。四月
里，有五颜六色的花海，有流水潺潺的小溪，
有春意盎然的山峰……

四月，真是踏青的好时节。趁着假期，
约上三五好友，去有风的地方，与春天撞个
满怀。

春天是希望，是如愿，是生生不息……我
要在这个春天，做最明媚的少年。

稠城第三小学107班周念 指导老师陈晓清

美丽的通济湖
通济湖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风景秀

丽，值得一去。
清晨，空气湿漉漉的，到处挂满了可爱的

露珠，如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把整个世
界装点得闪闪亮亮，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水晶
般的世界里，令人陶醉。更让人惊喜的是，湖面
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
粼，给人一种身临仙境的感觉，真是太神奇了。

中午，天气并不炎热，甚至还有点凉意。
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一阵阵清风吹来，带来
了些许凉意。微风拂过，把湖面吹起层层波
浪，阳光洒在上面，仿佛给波浪镀上了一层金
光，这真是一场完美的“合作”啊！小朋友们坐
在毯子上，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嬉闹，有的在
打牌，还有的在玩石头、剪刀、布，到处都充满
了欢快的笑声，为这美景增添了一份活力。

晚上，这里并不安静。蟋蟀吟诵着送
别夏天的诗，秋虫举办着演唱会，风“呼
呼”地弹奏着乐曲。看，萤火虫玩得多开
心；看，飞蛾在空中跳得多欢快；看，小鱼
睡得多么酣甜。

多美的通济湖，多美的一天，多美的瞬间啊！
稠城第三小学403班叶帆宸 指导老师黄萍

赶海
假期，我们和婶婶一家一起去海南陵水

的港门岭赶海。
去赶海，首先要选好地点。妈妈前两天就

开始在小红书上搜索距离我们住处比较近、
海鲜又多的海滩。然后，妈妈又下载了一个潮
汐表App，查看每天的潮汐时间，以此确定赶
海的时间。接着，我们准备好赶海的工具，有
赶海裤、夹子、水桶、铲子、网兜等。

一切准备就绪。那天早晨，我们五点多就
起床了，吃完早餐，带上赶海工具便出发了。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黎安镇的停车场，然
后坐上免费的摆渡车来到港门岭海滩。

我们先来到一片全是礁石的海滩，只捡
了几个贝壳。刚好有个小朋友和他的爸爸也
在赶海，他们来得比较早，小水桶里装了好多
海鲜。我很羡慕，那个小朋友就大方地给了我
一个海星和一个圆球似的海胆。

我们继续寻找，却再也找不到其他东西
了，只好沿着海滩一直往前走。爸爸找不到海
鲜，觉得没意思，就坐在沙滩边休息了。妈妈
走得很快，早就走到前面去了。我和哥哥、姐
姐、婶婶在后面，一会儿用铲子挖挖这里，一
会儿用铲子挖挖那里，慢慢找着。可是，沙滩
上只有几只死螃蟹，我们一无所获。

我突然看见沙滩边有一个小海螺，里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就立刻蹲下来仔细观
察。发现里面动的好像是一只螃蟹脚，我便叫
婶婶他们过来看。

婶婶说：“找了这么久，还是你厉害。”我
不敢捡，婶婶就帮我捡起了小寄居蟹，把它放
进装了点海水的小桶里。

海滩的水比较浅，而且我还穿着赶海裤，我
们准备下水在浅海里找海鲜。往海里一看，发现
海里有很多寄居蟹。我们就赶紧抓了起来。

我们用铲子抓寄居蟹的时候，翻到了沙
子里面的一只海星。这里就像海星窝一样，不
一会儿我们就抓了40多个海星。我们觉得抓
了这么多海星也够了。后来，我们在回去的路
上捡到了两只正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小螃蟹。

第一次赶海，我们收获满满，心里高兴极了。
绣湖小学204班潘星羽 指导老师成学智

可爱的小狗
在草丛里，我遇见了这只小狗。它浑

身毛茸茸的，像一团黄色的小毛球。我轻
轻抱起这个小生命，带它回了家，安置在
车库里。

仔细瞧，小狗身形小巧玲珑，四肢虽不
粗壮，却透着力量。最特别的是它头上那一
块黑色毛发，像是戴了顶小帽子。刚到家
时，它全身发抖，尾巴蜷成小球，整个身子
缩着，活像只胆小的小乌龟，慢慢地往后
退。可没过多久，它就恢复了神气，抬起头，
用那带着股狠劲儿的眼神望着你，仿佛在
宣告：这世界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心里直犯
嘀咕：这小家伙，可真有意思！

要说它的可爱，更体现在习性与性格
上。说它老实吧，它确实有安静的时候，找个
角落，要么啃骨头，要么玩骨头，一玩就是一
整天，无忧无虑，十分乖巧。可要是带它出
门，它立刻就变了样。见到其他小狗小猫，就
撒欢儿地跑过去，像个小勇士似的展示威
风，那活泼劲儿，跟在家时判若两“狗”。

这只小狗，就这样用它的独特，一点点
住进了我的心里，成了我最特别的小伙伴。
黄杨梅小学406班许玮晨 指导老师余剑芳

义乌市田田书画学员
五爱小学502班朱锦安 指导老师张怀清春色满园

快乐海南行
假期，爸爸妈妈带我来到温暖的海南岛。
清晨的海滩宛如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碧蓝的天空像是被海浪洗过，细软的沙子调
皮地钻进我的脚趾缝，海面泛着翡翠般的波
光。爸爸教我辨认退潮后留下的“礼物”：粉色
贝壳像小扇子，寄居蟹背着螺壳横着走，海草
缠着鹅卵石“荡秋千”。我用铲子挖出“护城
河”，妈妈用贝壳给我的沙堡镶上“窗户”。浪
花总爱“搞破坏”，刚修好的“城墙”被它“哗
啦”一下推倒，我追着白浪花笑成一团。“噗
通！”我像小海豚一样扎进碧蓝的海水里，溅
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是我第一次
看见真正的大海，海南岛的冬天用温暖的海
风拥抱着我们全家。

最神奇的是椰林寨的夜晚。灯笼把整条
街染成暖黄色，卖椰子的阿婆用弯刀“咔”地
劈开青椰，清甜的汁水顺着吸管滑进喉咙。
突然，一阵清亮的黎族民歌飘过来，头戴银
饰的姐姐们手拉着手跳舞，裙摆转成绽放的
木棉花。我和几个当地小孩举着荧光棒当啦
啦队，手电筒的光柱把椰子树的影子变成会
跳舞的巨人。

回家的飞机穿过棉花糖般的云朵，我贴
着舷窗，看见大海渐渐变成一条蓝宝石项链。
书包里沉甸甸的贝壳叮咚作响，它们会和照
片一起，把这片“会唱歌”的蓝色永远留在我
的日记本里。

绣湖小学204班王芊涵 指导老师成学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