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藏的回忆
爷爷的老杆秤、那支友谊之笔、玩具小鲨

鱼……珍藏的回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它们让我们在孤独和困难的时候，能够找到前
进的动力和勇气。我会一直珍藏这份回忆，让
它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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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黄鹤楼
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406班
任铭阳(证号2460681)指导老师 鲁陈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崔颢的千
古诗句，让我心心念念想来武汉一睹黄鹤楼的风
采。寒假里，我终于如愿啦！

站在黄鹤楼前，第一眼我就看见了龟与仙鹤的
雕像，向上凝望，有72根柱子支撑着黄鹤楼，楼上有
60个翘角向外延伸，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
细细一看，金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们拾级而上，进入大厅，我看见了一幅壁画。
上面的仙鹤画得栩栩如生，好像立马可以跳出来飞走
似的，一位道士在仙鹤上悠闲地吹着笛子，我仿佛看
到了他的衣服随风飘动，听到了清幽婉转的笛声。

登上黄鹤楼顶层，武汉的大好风光尽收眼底，长
江烟波浩渺，平静的江面微波荡漾。长江大桥横跨
江面，让天堑变通途。对面的晴川阁、龟山、鹦鹉洲
历历在目，一座座高楼大厦崛地而起。

黄鹤楼真担得起这“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盛名啊！

难忘元宵节
宁海县实验小学城西校区305班
李泽锐(证号2462076)指导老师 应再萍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习俗，而在我们宁海，元
宵节也有很多习俗。

比如，长街镇的元宵节流行包团子，馅料由萝卜
丝、香干、虾皮、葱等材料制作而成，咬上一口，软糯
鲜美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前童、岔路和桑洲等地
方元宵节吃麦焦筒和馏，麦焦筒油煎一下会更加香
脆，再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馏，真是让人赞不绝口。
前童古镇还有灯会，有猜灯谜、逛集市的活动，人山
人海，非常热闹。

而我们城区这一带元宵节，大家会吃汤包和汤
圆。汤包的制作过程比较繁琐，但看着一笼笼蒸熟的
汤包出锅，蘸着调料，瞬间觉得之前的辛苦都值得。

我爱中国的传统习俗，更爱宁海的特色美食。

友谊之笔
鄞州区惠风书院602班
王柏霖(证号2461115)指导老师 励陈果

那是一支平平无奇的笔，总是静静地躺在我的
铅笔盒里。

这支笔是好朋友转学前送我的，上面刻了我们
的名字。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平常用的笔正好没墨
了，只好拿出了那支笔。考场上，我感觉题目特别简
单，很轻松地完成了试卷。老师发下试卷后，我惊喜
地看到上面是一个大大的数字“100”。这时，我突
然想起来，他的数学特别好，再看了看那支笔，我仿
佛看到了他……

还有一次去参加比赛，我又拿出这支笔来“帮
忙”，比赛的试题很难，但我总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帮
助我完成试题。考完试，我看了一眼天空，脑海里又
浮现了我和他一起玩耍时的场景。

到现在，我还时不时地看看那支友谊之笔，仿佛
他就在我的眼前。

飞驰
慈溪市慈吉实验学校502班
李宛颐(证号2460290)指导老师 戚炯

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我和妈妈戴好了头盔和护
具，为驾驶越野车做好准备。

妈妈熟练地驾驶起来，我们在山地上飞驰。我
坐在后座，用力地抓住扶手，心跳与车子的颠簸同
步，声音似乎都在颤抖，但不是害怕，而是我心中的
兴奋难以抑制。车外的景色在眼前飞速掠过，仿佛
这个世界都在为我们的速度而让路。这一刻，仿佛
时间拉长了，每一秒都充满了刺激与新鲜。

我闭上眼睛，风拂过我的脸旁，带走了我心中
的沉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畅快。我好像
可以飞翔，与风共舞，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我渐
渐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只有我
和这飞驰的越野车。我突然想尖叫，想呐喊，想让
整个世界都知道，我是一只自由的鸟儿！

车子绕了一圈，回到了起点，这种飞驰的感觉，
已经变成了一块记忆碎片，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一个老物件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410班
徐晨涵(证号2461319)指导老师 朱谷午

每次回老家，我总能看到洁白的墙壁上挂着一
根老旧的杆秤，脑海里便浮现出爷爷用那粗糙的大
手摆弄秤砣的画面。

秤杆细又长，像一根精美锃亮的笛子，两头包
着闪闪发亮的金属，虽锈迹斑斑，但它仍散发着独
特的光彩。长长短短的刻度是它独特的“文身”，
标出公平与正义。秤头下面是一个尖尖的钩子，
如同一个大写的数字5，上面有两个细丝做的提
环，俏皮可爱。秤砣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细看
它，是一块朴实无华的锥形石头，上面留有一个小
孔。爷爷总说：“秤砣虽小压千斤。”在兵荒马乱、
食不果腹的年代，爷爷家做粮米生意，他每次都要
把东西称给客人。在他眼里，这秤能称出人的良
心与和睦。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有了电子秤，但这根老
杆秤仍然静静地躺在爷爷家，它代表古人的智慧，
见证了科技的发展，也称出了人情世故和邻里融
洽。

舞龙灯
慈溪润德小学教育集团301班
杨梓谦(证号2460876)指导老师 蒋晨盼

我的外婆家位于丽水石仓村，那里有个传统的
过年习俗——舞龙。

“咚呛咚呛——咚咚！呛！咚咚！呛！”锣鼓声
响起，我和爸爸妈妈穿梭在人群中。循声找去，只
见两条蛟龙从远处奔腾而来。那硕大的龙头极其
威严，龙须飘动，目光如炬，真有一种“神龙降世”的
感觉。蛟龙有二十多米长，它在乡村小道里左右舞
动，在家家户户门口送祝福。不一会儿，巨龙离开
了，人群也跟着巨龙蜂拥前往下一家。

“砰砰！咚咚！啪！咚咚！啪！”这是什么声
音？原来是“接龙灯”的人在放炮啦！只见他们手
拿长炮，等龙一来，就点燃长炮，声音响彻云霄，传
到了村子的角角落落。

夜深了，巨龙走了，可人群却迟迟不肯散开。
这就是我每年最心心念念的舞龙了！

青青艾草香，寥寥寒食清
鄞州区华泰小学东校区304班
金芷羽(证号2462365)指导老师 钱珊珊

清明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古时就
有清明踏青的习俗，而吃艾草制成的“青团”也是
清明时节必不可少的饮食习俗。江南人把春天第
一次吃青团叫做“尝春”，仿佛只有吃过几颗青团，
才算真的进入春天。

今年的清明节，班主任组织大家展开了“巧手
包青团”的班队活动。千盼万盼，终于盼来了我们
的“包青团”大战，同学们集聚在食堂，经过老师和
爷爷奶奶们的制作指导后，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大
显身手。

我率先抓起了一把面团，揉成了一个球，然后
用手压出了一个小洞，在里面塞上了我最爱的豆
沙馅，接着要把面团压薄。“呀！”一不小心，我把面
团揉破了，馅料一股脑儿都漏了出来。虽然经历
了一次失败，但我并不气馁，决定再次尝试。我小
心翼翼地将馅料和进面团，轻轻地揉成形，轻轻地
放入模具，翻转……“太棒了，终于成功啦！”我的
青团压出了一朵娇艳的花儿形状，淡淡的清香扑
面而来。

一大口下去，伴随着艾草的清香和糯米的绵
软，甜而不腻的豆沙在口中慢慢化开，让人回味无
穷，像是把春天的味道融化进了心里。

在这个春日里，我们包青团、品尝青团，不仅
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我的小鲨鱼
慈溪市慈吉实验学校504班
房俊桐(证号2460293)指导老师 王秀环

有的人喜欢存钱罐，有的人喜欢一支笔，而我
喜欢的，是那可爱的玩具小鲨鱼。

在我十岁生日的那天早上，我被窗外的一缕
阳光唤醒。我睁开眼，准备下床的时候，踩到了一
样东西。一眼望去，是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我兴
奋地跳下床，拆开包装，哇！一只小鲨鱼出现在我
眼帘，原来是我的生日礼物呀！

我抚摸着它，软软的，滑滑的，那充满神气的
眼睛望着我，好似在说：“小主人，你抱着我好舒服
呀!”我笑着回答它：“好，那我每天都把你抱在怀
里。”我笑了，它也“笑”了，就这样，我们幸福地对
视着。

当天晚上，我抱着小鲨鱼睡，它好似特别开
心，我这才发现，它的嘴角是微微上扬的。于是
我给它取名为“微笑鱼”。突然，小鲨鱼动了起
来，它说：“小主人，我带你去海底世界走走吧！”

“好呀好呀！”我欢快地叫着，床立马变成了一片
海，我骑着它，漫游在了海底世界里。看！小海
龟正仰望着天空，好似正在想象天上的风景，小
丑鱼也游上来，热情地向我点头，成群的小梭鱼
正在海中变着图案……

“唰！”我突然惊醒，原来是在做梦呀。小鲨
鱼，谢谢你给我带来了如此美丽的梦境！

我的幸福家
北仑区泰河学校203班
李芮潼(证号2461854) 指导老师 杨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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