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20日 星期三

编辑/版式 徐筱婧/孙维维 邮箱：hbrbxjz@126.com 校对 刘吉平13版成长周刊·作品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炖猪肉。

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除夕的饺子年年有，大年初一扭一扭。

说到过年的习俗，我就想到了蒸馒头。就在昨天晚

上，二姨宣布：“明天我们蒸馒头。”听了二姨的话，我心

里喜滋滋的。二姨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今天我们

做一下准备工作。”于是我乐呵呵地和二姨把锅、盘子洗

得干干净净，把面粉准备好。我又看着二姨把地瓜剁成

细细小小的四方块儿，想象着明天一大笼热气腾腾的馒

头出炉，忍不住笑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床上，就听到二姨在厨房里发

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连忙起床，跑到跟前看个究

竟。二姨说：“我已经把面和好了，正在发酵，下午就可

以蒸馒头了。”接着二姨又告诉我，这是自己家的小麦打

成的面粉，蒸成的馒头会特别好吃。

吃过午饭，二姨把发好的面拿了出来，开始做馒头

了。只见二姨用刀从面团上切下一半，接着又搓成一个

环形，然后用刀又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最后不停地

朝一个方向往手心揉面，做成一个个中心往下凹的小面

团。我们一家人就都用勺子把地瓜馅舀进那一个个小

面团里，拧一拧多余的面，把洞盖上，然后再进行修整。

这样，一个个可爱的小馒头就好啦！

真是人多力量大，不过一会儿，馒头就做好了。二

姨忙把做好的馒头放在蒸笼里，卡在地锅上，表哥负责

扔玉米棒烧火。随着锅里的水蒸气不停地冒出来，馒

头的香味也在小院里飘散。又过了三十多分钟，二姨

说馒头熟了，就开了锅。我迫不及待地抓了一个，边吹

热气边往嘴里塞，一口咬下去，哇！真是又香又软又好

吃。

蒸 馒 头 是 我 们 家 过 年 的 习 俗 之 一 ，我 最 喜 欢 蒸 馒

头，因为那香香的味道和浓浓的年味让我回味无穷。

指导老师：蔡香梅

春节期间，参加了一场新春音乐会，我演唱民族歌曲

——《天雨流芳》。

老师说这场音乐会将在室外举行，到时会有很多市

民围观。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演出，我既兴奋又紧张，

所以一刻不敢怠慢，铆足了劲准备着。早上一睁开眼睛，

我就开始练唱，穿衣服时唱，走在路上时唱，晚上躺在床

上还在唱。我不仅练习唱歌的技巧，还反复揣摩歌词中

的情感。我一遍遍地对着镜子练习，一遍遍在脑子里回

想。妈妈说我有时睡着了，手还在不自觉地做动作。

演出那天，我身着盛装在后台等候，心里却忍不住胡

思乱想起来：话筒是不是有电，裙子太长会不会绊倒……

越想越紧张。我突然又记不起歌词了！我赶紧又打开歌

本，可那些词在我眼前乱转，刚看完就又想不起来了。我

读了一遍又一遍 . 头上已经开始冒汗。马上就该我上场

了，这怎么办呀？不管了！我干脆丢掉了歌本，什么也不

看，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深吸了几口气。随着温热的

气体从嘴里慢慢吐出，我的心情也慢慢平复下来。轮到

我了，我走到舞台中心就开始演唱：“穿过一排排的石板

巷，推开一扇扇的花格窗……”说来也奇怪，顺着伴奏，那

一串串歌词自然地脱口而出。我越唱越放松，越唱越自

信，在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中演出顺利结束！

这场音乐会让我明白了，事前要认真努力，遇事要沉

着冷静。新的一年，我希望我对待每一件事都像这场音

乐会一样，踏踏实实地准备、从从容容地面对，抓住每一

次展现自我的机会。

指导老师：蔡香梅

去年暑假，我的爸爸整天加班，特别忙，就算在他的生

日那天，也顾不上休息。我有点心疼他，打算在他生日当

天做个礼物给他。可是做什么呢？折一个千纸鹤？不行，

太易坏了。亲手做一顿饭？不够惊喜，我的水平只够做一

份西红柿炒蛋。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扫过了冰箱，对，做冰

棒！

正式开工啦！首先，在我的精心挑选下，一组精致的爱

心模具被放置在操作台上。然后，我铆足了劲，拧开牛奶

瓶盖，小心翼翼地把牛奶倒入碗中。再从水果箱里拿出爸

爸最喜欢吃的水果——草莓，把草莓冲洗干净放进榨汁机

里。榨好后，把草莓汁倒进纯牛奶里，用筷子不停地搅拌，

直至混合物融为一体并呈淡粉色。最后一步尤为关键，哪

怕出现一点点失误就可能前功尽弃。所以我集中精神，端

起碗慢慢地、均匀地把它们倒进模具里，再把半成品放入

冰箱，经过一个小时的冷藏，这草莓奶香味的爱心冰棒就

完工了！

时间一到，我就拉开冰箱，拿出冰棒，舔了一口，冰冰

凉凉。不过味道总觉得怪怪的，仔细一瞧，原来冰棒被冻

得边边角角已经是透明的了。

眼看爸爸就要回来了，难道放在太阳下晒？肯定不

行，用吹风机吹？看似值得一试，可时间不够啊。我真的

有些着急了。想着想着，门开了——爸爸回来了，我赶紧

装作一副开心的样子，跑去把冰棒递给了爸爸。爸爸愣了

半晌，品尝了一下说：“谢谢我的好女儿，这是我吃过最好

吃的冰棒！”

至今，我才明白，我做的冰棒远不及商店里各式各样

的冰棒，但它最与众不同，因为那里满载了我对爸爸的爱。

指导老师：蔡香梅

阳春三月，微风中还带着淡淡的寒意，而一本书，如春日阳光

温暖着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它歌颂着一个渺小而又伟大的精

神——螺丝钉精神，书的名字是《雷锋》。

那什么是“螺丝钉精神”呢？就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如螺

丝钉一般，一件好事虽小，但滴水积成河，粒米积成箩。雷锋出差

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其中，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帮助一位

丢了票的大嫂补了一张票，却不求回报。那大嫂感激涕零地要留

下他的姓名和住址，而雷锋却笑着回答：“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

国。”

雷锋精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瞧，冰雪过后，被冰雪

覆盖的路面上如同铺了一层厚厚的银色毯子，一群群热心的居

民，一铲一铲坚韧地铲除冰雪。烈火熊熊中，消防员不顾炙热的

火焰，奋勇地灭火。疫情肆虐期间，医护人员不惧病痛，奋战在第

一线。我戴上飘扬的红领巾，穿上鲜亮的志愿服务马甲踏进养老

院，陪着孤苦伶仃的老奶奶们亲切地聊天，讲有趣的故事，还帮他

们打扫干净整洁的房间。看着他们慈祥的面庞，我虽然大汗淋

漓，但心中却十分温暖。

人的一生总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雷锋叔叔

虽然不在了，但雷锋精神却永远流传下来，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

中！我们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

为之。

指导老师：沈红梅

俗话说“离家三里远，别是一乡风”，每个地方都有着不同的

风俗。我就讲讲我老家有趣的风俗——熬年守岁，也叫除夕守

岁，俗名“熬年”。

熬年，顾名思义就是在新年前一天晚上一整夜不睡觉，熬夜

迎接新的一年，而且人人都要穿大红色的新衣服。那么，这个习

俗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要从一个故事说起。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住着一些淳朴善良的

人们，他们快快乐乐地生活着。可是，某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位

“不速之客”，它长得形貌怪异、生性凶残，专吃肉类，小到苍蝇、大

到大象！因为它每年都会来村庄尝口鲜，一直从天黑到第二天太

阳升起时才肯回去，所以村子里面的人管它叫“年”，而它出没时

叫做“年关”。人们很害怕它，想尽各种办法去讨好它，可最终都

是徒劳无功。

直到有一天，村里的一位老人在村头闲逛。“呜……”当老人

听到这个声音时，便知道“年”来了，他连忙赶回村子通知各户人

家关紧门窗。跑着跑着，老人一不小心摔倒了，他畏惧地看向

“年”，说道：“你个孽畜！害了那么多人，我……”老人话还未说

完，“年”突然大叫起来，一脸惊恐地看着老人，像是看见了什么不

得了的东西，“嗷！嗷！”叫了两声，便跑开了。村里人透过窗看到

了这一幕，纷纷跑过来说：“天哪！‘年’怎么那么害怕你啊！”老人

惊魂未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慢慢缓过神来，说：“可能我身上

穿的这件新衣服才让‘年’如此害怕吧！”人们纷纷看向老人的新

衣服，发现了年兽的致命弱点——它害怕红色。

此后，人们都会在新年穿上红色的新衣服，“年”再也不能进

到村子里祸害他们了，只能在外面绕着村子干瞪眼。又过了些许

年，人们再次发现了“年”的另一个弱点：它害怕鞭炮爆炸时的声

音！于是，村子里的人们开始反击了，疯狂地把鞭炮扔向“年”，最

后“年”落荒而逃，一直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尽管过去了许多年，穿红衣、放鞭炮、熬夜守岁的习俗，仍然

流传至今，这也是我们家乡过年时的风俗。

指导老师：解正芳

家乡的风俗
市第三实验小学小记者 汪雨辰

《雷锋》读后感
市第二实验小学小记者 孙然

蒸馒头
市第三实验小学小记者 白雲阁

冰棒里的温暖
市第三实验小学小记者 王伊墨

新春音乐会
市第三实验小学小记者 田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