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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马是跑出来的，强兵是打出
来的。

志 不 立 ，天 下 无 可 成 之 事 。
关于立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关于立志的名言警句或俗语谚
语也有很多，譬如：有志者，事竟
成；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
岁；鸟贵有翼，人贵有志；立志无
恒，终生无成……这些都说明了
立志的重要性。

立志乃读书人第一等事。6 月
10 日，义乌商报小记者团组织开
展了一次主题课堂活动，主题就
是：少年立志。来自全市各学校的
30 名商报小记者齐聚一堂，聆听
古往今来名人立志的故事，围绕
立志这个话题展开互动讨论，发
表各自对立志的认识和理解。

100 多年前，梁启超在他《少
年中国说》一文中写道：“少年智
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
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
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教
育，国之根本；少年，国之希望。少
年有志气，一个民族才有希望，一
个国家才有未来。

立志，当从小开始。毛泽东少
年 时 就 曾 写 下 ：孩 儿 立 志 出 乡
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
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表明
了他胸怀天下、志向四方的远大
抱负。周恩来在 13 岁时便以“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了“何
以为学”这个问题，表达了他从
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孔
子曾曰：“吾十有又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说自己从 15
岁立下了学习的志向，而明朝的王
阳明在 12 岁就确立了“读书是为
了成为圣贤”的大志向。

王阳明的心学里，关于做人的
第一法则就是“种子法则”。他把人
的成长比作一棵树，树的成长首先
是要找到种子，并且在种子上下功
夫，让种子发芽、扎根泥土，然后枝
繁叶茂，长成参天大树。而这颗种
子，就是立志。此次商报小记者团
的“少年立志”主题课堂活动，就犹
如给小记者们种种子。小记者们都
是小学生，有一些还只有一、二年
级，大的也就五、六年级，但是通过
此次主题活动，很多小记者都当场
给自己立下了志向，表达了自己未
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确实令
人赞叹！

比如来自苏溪一小 502 班的楼
文浩小记者，立志要成为像毛泽东
这样为中国做出伟大贡献的国家领
导人；来自香山小学 304 班的杨程宇
小记者，立志要成为“教出一批批有
志向的学生”这样的一名老师；来自
宗泽小学 401 班的宗正轩小记者，立
志要当一名有理想、有梦想、为祖国
做贡献的宇航员；来自绣湖小学 305
班的杨祎俐小记者，立志要做一名
让中国变得更强大的科学家。还有
很多很多的小记者，立志长大之后
要当一名军人、律师、作家、书法家、
医学家、发明家等等。从小立志向，
未来犹可期。我们为这些有志向的
小记者们点一个大大的赞！愿你们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长大志圆！未
来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全媒体记者 鲍斌 文/摄

义乌商报小记者团开展主题课堂:少年立志

从小立志向 志当存高远

我想当一只小猫
我想当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猫，平时没事的时候,

我就躺在主人的怀里睡大觉。睡醒了，就跟小朋友们
一起开心地玩耍。饿了，就四处瞧瞧，找点东西吃。

到了晚上，就是我大显神威的时候了。由于我
的捕鼠功夫太厉害了，家里的老鼠都被我捉拿归
案了。没有事干，我好寂寞，好无聊啊！于是，我跑
到外面跟其他的小猫一起嬉戏打闹。早上，天刚蒙
蒙亮，我就跑回家准备送我的小主人去上学。她出
门前，总是会轻柔地抚摸我毛茸茸的小脑袋，然后
开开心心地上学去。

当一只小猫的生活真美好啊！
东洲小学201班姜诺宜 指导老师虞娅萍

找春天
阳光明媚的一天，我和妈妈一起去寻找春天。

一路上看见整片的油菜花，金黄色的，吸引来了许
多的蜜蜂和蝴蝶；小溪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山上
飘来阵阵桃花香；小鸟在天空中唱着动听的歌；小
妹妹穿着花裙子在草地上奔跑。

春天在哪里？原来春天就在我们身边。
后宅小学102班朱天皓 指导老师叶瑞英

“咪咪”
我有一位猫朋友，名叫“咪咪”。

“咪咪”的性格十分古怪，有时高冷，有时温
柔。它时常独自玩耍，玩得尽兴时任你们怎么叫唤
它都不过来，甚至连眼神都懒得给你一个。可贪吃
的它，一看到我拿着它最爱的小鱼干，立刻从高冷
切换成温柔模式：轻声地冲我叫唤，轻轻地蹭蹭我
的腿，低下头，让我摸摸它的脖子，捋捋它的后背。
当我把小鱼干放到盆里时，“咪咪”马上跑过去，张
开嘴巴，伸出舌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看着它
满足的表情，我的心都被萌化了。

“咪咪”的存在，总是令我欢喜令我忧。有一
次，我的手被竹签戳去了，忍着痛回了家，坐在椅
子上。“咪咪”像很担心似的，马上跳了过来，“喵
喵”地叫了两声，好像在说：“主人，痛不痛？”一边
叫还一边看着我的伤口。它不经意间的举动温暖
到了我。

“咪咪”也会在我猝不及防时，给我制造麻烦。
有一回，我们出门吃饭，把“咪咪”放到楼上。回家
后，全家都大惊失色。奶奶刚种下的菜苗全被“咪
咪”拔起，浇菜用的水龙头也被打开了，到处都是
水。“咪咪”却坐在地上舔着爪子，一副事不关己的
样子，真是又气又无奈。

这就是我们家的“咪咪”，一只性格古怪、调皮
捣蛋又可爱的猫咪。

后宅小学404班何嘉悦 指导老师何于珍

读《骑鹅旅行记》有感
我看过的书有很多，但是最喜欢的还是《尼尔

斯骑鹅旅行记》。这本书的作者是赛尔玛·拉格洛夫，
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普雷维尔曾这
样评价《尼尔斯骑鹅旅行纪》：“这是一本令人陶醉，感
受瑞典自然之美，对人生有着深刻见解的文学杰作。”

在我7岁生日时，哥哥把《骑鹅旅行记》作为礼
物送给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它的封面就已经深深
吸引了我：一个手掌大的小人骑在一只大白鹅上。
那时，我的内心存在着许多疑问，如：尼尔斯是人还
是妖怪？他是怎么变小的？他踏上了怎样的旅途？直
到我打看书本细细品味，这些问题才被一一解开。

故事的开头，尼尔斯是一位不爱学习，调皮捣
蛋的小男孩。有一次，他在读书的过程中睡着了，醒
来后遇见了一位小精灵，因为捉弄小精灵，出尔反
尔被小精灵变成了手掌大的小人。他一心想要变回
原来的样子，意外骑上了他的公鹅莫顿踏上了旅
途，在寻找小精灵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麻烦，但都
被尼尔斯给化解了。他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大雁群的队长阿卡、聪明的巴塔基、善良的鹅妈妈、
邪恶的飞狐、狠毒而又心胸狭窄的斯密尔……最
后，经过这漫长的旅途，尼尔斯变成了一位善良、孝
顺的孩子，并且和公鹅莫顿回到了家乡。

这本书还在生命中引导了我。在我伤心难过
的时候，尼尔斯让我重拾信心，他也让我明白了知
错能改的可贵。在我有些骄傲的时候，斯密尔的经
历点醒了我，让我明白“胜不骄，败不馁”的道理。
公鹅莫顿，让我见识了理想和信念的力量，让我明
白拥有理想的指引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骑鹅旅行记》是我人生路上的挚友，它陪着
我一路欢笑，一路前行，一路成长……

后宅小学404班朱泽睿 指导老师何于珍

我有一个想法
早上听到妈妈的咳嗽声，我以为她感冒了，问

了才知道是咽炎犯了。妈妈不抽烟怎么会有咽炎
呢？我仔细问了才知道，原来是爸爸在家里抽烟，
而妈妈吸了二手烟，再加上劳累，才会引发咽炎
的。看着妈妈难受的样子，我就想，怎么样才能创
建一个无烟家庭呢？

我先问了爸爸，能不能不要抽烟，爸爸说他已
经抽了好多年了，已经有了烟瘾，而且想事情的时
候就会不知不觉地抽烟。我想了想，就写了一张告
示：家里不可吸烟。这六个大字，贴在了爸爸常常吸
烟的地方。后来，我又补充了一句：吸烟请到室外。

下午放学回家，我发现门口有一些烟蒂，我觉
得这个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又在门口贴了一张
告示，写着：防火很重要，烟头不乱扔。

晚上的时候，爸爸妈妈看了我写的告示，表扬
我的细心认真，鼓励我继续为此努力。我认真地思
考后，觉得吸烟不仅损害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对
环境造成了污染，于是我又认真地制作了几张宣
传告示，还想了几条宣传语。

趁着周末，我把做好的宣传标语贴在左邻右
舍的门口，有的写着：烟头不落地，环境更美丽；有
的写着：不扔烟头从我做起，美丽环境大家守护。
叔叔阿姨和爷爷奶奶看到了，都支持我的想法，我
趁机宣传吸烟的坏处，鼓励大家不在公共场合吸
烟，少吸烟，最后到不吸烟。

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护家人的健康，保护美丽
的环境。让我们从小事做起，为爱的人，为身边的
环境，献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后宅小学304班朱彦昕 指导老师何娇萍

美丽的绣湖公园
我的家乡在义乌。义乌有许多公园，有江滨

公园，有幸福公园……但是，我最喜欢的却是绣
湖公园。

走进绣湖公园，映入眼帘的是竖在草地上
的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两个大字“绣湖”。它就像
一位好客的主人，在对大家说：“游人啊，我这儿
的风景最美，快来吧！”

绕过巨石往左看，就有一座高大、古老的大
安寺塔。它比四层的楼房还要高，需要十几个人
双手展开，才能围住。大安寺塔历史悠久，是义
乌的名胜古迹。

塔的正前方，就是美丽的绣湖。绣湖的水真
静啊，就像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绣湖的水可
真清啊，像一块碧玉一样。微风吹过水面，泛起
了层层波纹，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绣湖
旁边种着许多柳树。阳春三月，杨柳抽出新的枝
条，上面的柳叶长出了嫩芽。柳树旁还种着迎春
花。它不像玫瑰一样红艳，也不像腊梅一样芳
香，可是，它是春天的使者。迎春花是黄色的，它
的枝条垂了下来，触到了水面。

美丽的绣湖公园，一年四季风景秀丽。我爱
绣湖公园。

后宅小学304朱凯乐 指导老师何娇萍

海滩
松软的沙滩，金黄的沙粒，翻腾的波浪。舟山

朱家尖海滩，是度假的好地方。
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去美丽的朱家

尖南沙游玩。经过四小时左右的车程，我们终于到
达了目的地。我迫不及待地冲出车门，顶着火辣辣
的太阳，飞奔到了南沙海边。我闭上眼睛，张开双
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闻到了海水咸咸的味道。我
慢慢睁开眼睛，沙子像金色的地毯，延绵数十里。眺
望远方，海天相接，形成了一条漫长的地平线。

这里人山人海，有的游客坐在岸边听着海浪
的拍打声，有的游客在捡五颜六色的贝壳……我
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抓螃蟹。别看它们个头小，跑
起来可快了，一下子就钻到沙子下面，让我们抓不
到。过一会儿，它们又会从沙子的另一端钻出来，
好像在和我们玩捉迷藏似的。

美丽的朱家尖海滩，我喜欢它！
黄杨梅小学403班宋可馨 指导老师李莉

令人难忘的跳蚤市场
“六一”儿童节到了，我兴高采烈地走进学校，

感觉今天空气都格外清新，路边的花草树木都好
像在说“大家节日快乐”。我带了薯条、AD钙奶、巧
克力……总共六样食物准备去摆摊。

“大家排好队伍，跟着我一起走！”陈老师说。我们
立刻拿上袋子，冲出教室，排好队伍，来到指定区域。
我摊位都还没摆好，就迎来了第一个客人。一位小哥
哥问：“这薯条几元？”我回答“两元。”他飞快给了我两
元钱，我把薯条递给他。这就开张了？我有点发蒙。

我卖着卖着，发现毯子上快空了，又看了看钱
盒，里面装满了10元、5元、1元，还有一张20元。哎
呀，我的东西卖完了！于是,我收拾好摊位，开始当
顾客。我买了烤香肠，果冻，雪糕……真是收获满
满的一天。

陈老师说，我们班一共卖了四千多元钱呢！我
真是太喜欢这令人难忘的跳蚤市场了，希望明年
还能再来一次。

稠城第一小学204班骆嘉玮 指导老师陈欣欣

英雄
小时候，我眼中的英雄是拯救世界的美少女

战士；长大些，我眼中的英雄是为人民除日的后
羿；现在，我眼中的英雄是奋战在平凡岗位上默默
奉献的每一个平凡人。

英雄是什么？是戴叔伦笔下的“愿得此身长
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我不禁想起守卫边疆
的战士，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了人民的生命，挺
身而出，奉献自己。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他们
是人民的英雄；疫情时期，冲在一线的医生护
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治病救人，他们是时代的
英雄。

从小，奶奶就跟我说：“不仅要知道陈望道‘真
理的味道有点甜’的故事，我们还要学习冯雪峰的
爱国主义精神，学习吴晗的刻苦钻研精神。”现在，
她是一名普通却不平凡的垃圾分类督导员。她勤
劳、善良，即使受委屈，也不计较；即使辛苦，也不
放弃。她成了我家的英雄。

我想，英雄就是每个坚守在自己岗位上默默
付出的人，他们平凡而伟大。我也要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将来成为一名英雄。

西江小学503班童子馨 指导老师杨燕君

游植物园
周六，我和同学相约去义乌植物园游玩。走

到大门口，我拉着妈妈去植物园的地图旁，仔细
浏览并拍照。这样不容易迷路。

进了植物园，先来到彩虹道。彩虹道一眼望
不到头，路上人来人往，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
在练习滑板，更多的人边走边欣赏路边优美的
风景。彩虹道旁，种满了麦子。所有的麦穗，全都
直挺挺地对着天空，仿佛渴了，期待从天而降的
雨滴。麦穗中央有一棵大树，旁边坐满了人。麦
田里有一条不易察觉的小路，正通往树底下。

不一会儿，来到人工湖畔。湖中央有个小小
的亭子，湖边的人和亭子倒映在水里，仿佛一幅
声情并茂的山水画。走过人工湖，就来到了水库
的大坝上。大坝上有一个很高的观景台，站在上
面向下望，植物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有一种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植物园里到处是美景，希望你有机会亲自

去慢慢游赏，细细品味……
实验小学405班杨焓 指导老师王文君

游西湖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去西湖游玩。
来到湖滨路，望着西湖上的游船，我也想上去

坐坐。突然，耳边传来一阵悠扬的鸣笛声，我的目
光被停在岸边的画舫游船吸引了。游船正准备出
发，游客陆陆续续在上船。看到这里，我和爸爸妈
妈商量后，也登上了游船。

画舫游船启航后，往前一段水路，眺过开阔的水
面，就看到杨柳依依的苏堤。苏堤像一根又宽又长的
面条，贯穿西湖南北，置身在美丽的西湖怀抱中。不一
会儿，我们来到了三潭印月，拍了一组照片留念。随行
的导游，指着远处的一座塔告诉大家，这就是神话中
镇住白娘子的雷峰塔。而另一边，则是许仙白娘子相
遇的断桥……西湖好美呀，每个景点都美不胜收。

西湖，下次我再来看你！
实验小学406班龚慧珊 指导老师李桂英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
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
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