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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记忆里的花朵

小小“动物园”

尖尖小荷

我家是一个“动物园”。

我妈妈是一只威风凛凛的“老

虎”。她一训起人来，就像狂风暴雨

一样，整个小区都能听到她的吼声。

她唠叨起来，又像苍蝇一样，在耳边

嗡嗡地叫个不停。有一次，我到了学

校发现忘带数学课本了，打电话向妈

妈求助，她送过来时还不忘教训道：

“你看你，昨天晚上怎么整理书包

的？下次我不会给你送了，看你怎么

办！”

我爸爸是一只“猫”。和“老虎”

吵架时，“猫”总是沉默不语，即便顶

嘴也没有用。因为“老虎”的声音比

“猫”高很多倍！最后，只能乖乖地向

“老虎”认输。

我姐姐是一只“熊猫”，属于那种

刚出生的熊猫。她喜欢躺在床上看手

机、睡觉，谁叫她都不起来，只有遇到

特别重要的事情才肯爬起来。正常人

都是一日三餐，我姐属于非正常人，她

要么一日一餐，要么一日无数餐。

我呢，像只骄傲的“孔雀”，吐槽“虎

妈”“猫爸”，笑一笑“熊猫姐姐”，我们家

呀，组成了可爱的小小“动物园”！

指导老师：凌曼

长沙县中南小学1615班 段佳杏

漪澜心灵

我的“恐怖”弟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二乙班 黄翊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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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黄昏，风雨乍起，敲打着竹篱瓦

舍。窗外的芭蕉沙沙作响，不觉间，我忆

起那段芭蕉贯穿的童年。

从我记事起，我一直寄居在外婆家，

长达六七年。陪伴我的，除了外婆，还有

那枝叶离披的芭蕉。

从小，我的体质就比同龄人弱，虽说

不似林黛玉那般体弱多病，却也是一年

到头常常感冒发烧。记忆里，在多少个

雨夜里，烧得神志不清的我静静地趴在

外婆尖尖的、硌人的脊背上，看着外婆一

步步穿过路边的芭蕉林，走到二三里外

的诊所。那时的我瘦瘦的、小小的，体重

却也不轻。外婆的喘气声越来越重，脚

步却丝毫没有减缓。那时的手电筒格外

地亮，那时打在腿上的雨格外地凉。此

后，我常常梦到夜雨里的芭蕉。

都说寄人篱下，大多小心谨

慎，外婆却将我养成了大大咧咧的

性子。每天中午放学后，我总是迅

速地将书包甩进院子里，饭也不吃

地往外跑。然后呼朋引伴地走向

村口的小溪。小溪弯弯的，浅浅的，偶尔

能看到一两片斑驳的光影，头上舒卷的

绿蜡挡住了晴光如波。是芭蕉呀！我们

脱掉鞋踩进清凉的溪水中，捉鱼掏蟹间

不忘嬉戏打闹。当我带着“战利品”凯旋

归来时，就会在门口碰到刚从农田里回

来的外婆。

“吃饭了没？一个女孩子家天天往

外跑，老是不着家。”我低头看了看自己

沾满泥巴的裤角，又看看外婆责备的眼

神，调皮地吐了舌头，飞快地跑开。那时

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剪开废弃塑料瓶，

将我的“宝贝”养在其中，置于院子的一

角。哪怕它们最后还是难逃一死，我仍

乐此不疲。

在众多孙子、孙女中，外婆独独偏爱

我。每次有什么好吃的，外婆总是第一

个想到我。我记得，外婆曾住过一次

院。那时，外婆看出了我的恐慌，哽咽地

安慰着我：“没关系，你先到你六婆婆家

里住一段时间。”虽然外婆的病很快康

复，但我永远记得外婆苍白的脸色。

鸟儿总是要归林的。我的个子越长

越高，外婆的背越来越弯。妈妈出于对

我学业的考虑，把我接回了湖南。然而，

我最怀念的，是童年的那座小屋，那丛芭

蕉，那个老人，那份偏爱，那带着花香和

甜味的清风，那碗拌着盐的玉米粥……

家乡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大人告诉

我，是我的户籍所在地。每当有人问我：

“你的家乡在哪？”我总会下意识地想到

我生活了六七年的广西，但说出口的，还

是母亲无数次纠正过的答案：“是湖南。”

窗外的雨停了，宽绿的芭蕉叶上还

挂着晶莹的露珠，又恢复了以往矜持淡

漠的神情。我从回忆中走出，心中一动，

给远方的外婆送去一个问候：“我想你

了。”

指导老师：刘剑

我从小就非常调

皮，爸妈都管不住。只

要是关于做家务的事

情，我总是第一个“逃

跑”。久而久之，不做家

务就变成了习惯。只要

一提到做家务，我就浑

身没精神。可自从妈妈

生了一个小妹妹之后，

我渐渐变了，不仅会做

家务了，也不懒了，因为

我长大了。

可能因为是女生的

缘故，从小我就喜欢芭比娃娃、公仔

之类的玩具。小时候就总嚷嚷着要

妈妈生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听奶

奶说妈妈怀孕了，我激动得一个晚

上都睡不着，天天盼着小弟弟或小

妹妹快点出生。

一天，妈妈告诉我：“以后有了

小妹妹，妈妈不能像现在这样照顾

你了，你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不能

什么事都让妈妈帮你做，好吗？”我

爽快地点了点头。

不知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妈妈

去了医院，姥姥和奶奶都去陪妈妈

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每天度日如

年。我平时懒，什么都不会做，但那

几天还是学着妈妈的样子洗衣服、

做饭。在切胡萝卜的时候，手一滑，

一不小心切到了手；炒菜放油时，油

溅到手上，烫起了一个大水泡……

那段时间，因为做饭，我手上贴满了

创口贴，委屈极了。但我没有哭，因

为妈妈告诉我：“疼了，别哭，要忍

住；哭了，会更疼。”那段时间，我变

得懂事了，最骄傲的是：我会做家务

了!

人生中许多收获，只有经历过

才能拥有。而我，在这次之后长大

了。

指导老师：雷娅

我的家乡有一种好

吃的水果——杨梅。

阳春三月，细雨如

丝，山坡上的杨梅树贪

婪 地 吮 吸 着 春 天 的 甘

露，养育着娇嫩的叶子

和杨梅长大。杨梅总爱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

簇在一起挂在高高的、

易断的枝头。一片片叶

子像莲花宝座一样保护

着它们。

初夏六月，杨梅开

始成熟，酸味减少，甜味倍增。没有

成熟的杨梅是黄绿色的，上面长着

硬硬的小刺。时间磨软了它的倔

强，阳光让它变得柔和。成熟后的

杨梅红得发紫，宛如一颗颗红宝石

挂在枝头，等待着人们去采摘。

每当杨梅成熟时，我和奶奶就

会去摘。我像小猴一样爬上树，一

手扒开叶子，一手小心地摘下杨梅，

交给奶奶。每次奶奶都会小心翼翼

地把杨梅放在篓子里，生怕把它们

弄坏了。回到家，我们把杨梅洗干

净，吃进嘴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真

是让人停不下来，每次我都能吃上

一大盆。

我爱家乡的杨梅，因为它好吃，

更因为它为家乡的人民开启了一条

致富的道路。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

做客！

提起我的弟弟陈弈言，真是一言难

尽。他今年两岁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

眼睛，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从外表

上看倒像是个文静的小男孩，但是他有

着让人毛骨悚然的两大称号——“霸王

龙”和“玩具粉碎机”！为什么呢？且听

我慢慢说来。

先说“霸王龙”，众所周知，它的特点

就是霸道。只要是我的零食、学习用品、

玩具、书本，弟弟都要据为己有。一旦我

不给他，他就立马往地上一趴，开始放声

大哭，哭得我头皮发麻。无奈之下，我只

好答应他。

再说“玩具粉碎机”，这个称号的来

源就是不管哪种玩具，只要到他手里，他

都能有办法让它们四分五裂。有一次，

我辛辛苦苦拼出来的乐高小人儿，他三

下两下就把它们弄得粉身碎骨。然后跑

到我跟前，扑闪着他那双大眼睛说道：

“哥哥，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唉，我

哭笑不得。

这就是我那淘气的弟弟，但是他也

有很多优点：他能不看图纸就迅速地拼

出几十块拼图；他还会唱许多的英文儿

歌，而且都是我教他的呢；他也会在我被

妈妈批评、难过得掉眼泪的时候，把他最

喜欢的恐龙和挖掘机玩具递给我玩。

有这样一个聪明调皮的弟弟，我应

该是庆幸还是懊恼呢？

指导老师：彭艳

森林因其宽大胸怀和美丽风景，成

了人们旅游、度假的好地方。人们结伴

而去，有的喜欢在森林中野炊、烧烤、宿

营；有的喜欢在森林里爬山、攀岩、漂流

……人们的足迹遍布青山绿水。

正因为人们在活动中，有一些不文

明的行为，使森林火灾时有发生。一根

火柴，一个烟头，一个鞭炮，一根蜡烛，

只需一点点的火星就有可能毁灭一大

片森林。据统计，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

灾高达九千起，这些森林火灾百分之九

十九都是人为原因引发的。

人们常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

棵参天大树的成长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的时间，需要花费人们大量的心

血和汗水，而森林火灾给我们带来的损

失却是无法计算的，危害更是严重的。

要防止森林火灾，关键还是要靠我

们自己。身为小学生的我们，要做绿色

小卫士。比如，在清明节扫墓时，我们要

劝说父母文明祭扫，用鲜花代表我们对

已故亲人的怀念，不在森林里烧香、点

烛、放鞭炮、烧纸钱等，减少火灾隐患。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生态善

美宁远”，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只要

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增强防火意

识，爱护森林，就能确保青山绿水永驻，

人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争做森林防火的

好公民，共享森林绿色吧！

指导老师：李红英

隆回县第二中学八年级171班 刘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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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森林绿色
宁远县第九小学六（13）班 乐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