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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花
正月初四，我和爸爸妈妈开车6 个小

时，终于到了江西吉安的钓源古村。
这个古村落，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当

我们正在整理行李的时候，热心的村民们
来邀请我们去参观六点三十分开始的“打
铁花”表演。听完村民们的初步介绍，我可
兴奋了，早早就在观景处等待了。

终于等到打铁花表演的叔叔们准备完
毕，开始表演了。我忍不住爬到了屋顶，为了
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只见表演的叔叔们先
把一块烧红的铁块放在了风车转盘上，随着
转盘转动，甩出一条条旋转的火花，就像一
只被光芒包围的黑洞，令人眼花缭乱。接着，
表演的叔叔们两两配合，一人将烧红的铁块
抛到空中，另一个人举着像扇子一样的工
具，把铁块打散成一颗颗火花，就像是一场
流星雨散落人间。

看了这场绚烂的演出，我觉得劳动人
民的智慧，真的令人惊叹不已。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叶泓一 指导老师吴燕清

过春节
今天除夕，我早早起床，穿上了漂亮的

新衣服。爸爸在门口贴对联，妈妈在房间里
挂平安结，我就帮忙贴窗花。一对对红红火
火的对联，一阵阵响亮的鞭炮声，凑成了家
家户户喜气洋洋的氛围。

到了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
享用着美味的年夜饭，享受着这团圆幸福
时刻。吃完晚饭，爸爸找来木柴在院子里点
燃一堆小火堆，火堆旁放着小零食。大家一
边聊天，一边吃着零食。妈妈说这叫“守
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
熬夜迎接新一年到来的习俗。

我最喜欢除夕夜晚上的烟花。你看！一朵
朵烟花在空中绽放，绚丽无比。我也挥舞着烟
花棒，一会儿画圈，一会儿旋转，开心极了。愿
新的一年里，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徐江小学205班应佳瑶 指导老师钱源

舞龙灯
家乡的元宵节，最有特色的活动就是舞

龙灯。那时，村庄灯火通明，宛如白昼，人声鼎
沸，好不热闹。

义乌的舞龙灯历史悠久，它不仅是当地
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也是对美满生活和未
来希望的一种表达。在义乌方言中，“灯”和

“丁”谐音，因此舞龙灯也被赋予了增添人口
的美好祝愿。

龙灯分为“子嗣灯”和“百姓灯”。这些灯
笼被安放在一条条长长的“板凳”上，每家都
会在“板凳”上打上洞，这样就可以和邻家的

“板凳”用木棍固定相连了。
元宵节到了，舞龙灯也如期而至。家家户

户的龙灯连成了一条“巨龙”，一个个壮丁举着
“板凳”下面的棍子，使这条“长龙”行走自如。孩
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小灯笼跟在“龙”后面，使
得整个村子都亮了起来。只见长龙挥舞着长尾
巴，伴随着鼓声，绕着全村走——据说是为了
让村子平平安安，万事顺遂。鼓声越来越强烈，
长龙也开始快速舞动，那龙头神情威武，龙身
也映着灯笼闪闪发光。只见龙头向上扬起，龙
身也扭动起来，花边翻转，宛如波浪，又似黑
夜中明亮的焰火，闪动着，跳跃着，异常耀眼。
这时，大人们点燃烟花，燃放爆竹，“噼哩啪啦”
的声音给舞龙灯增添了更多热闹。

队伍从一户人家走到另一户人家，渐渐
走远，我才依依不舍地回去。美丽的龙灯似乎
还在我眼前。
稠城第三小学605班何义霖 指导老师程芝英

品功夫茶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浮生若梦，唯茶解

忧”。潮汕，是一个保留着中国文化民俗最多
的地区，从壮观的山川到宁静的海滩，从古老
的寺庙到现代的建筑，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
有独特的美。潮汕的特色很多，但唯有这茶十
分有特色，令人难忘！

潮汕功夫茶起源于宋代，已有上千年的
历史。苏辙有诗曰：“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
茶不知劳。”这句诗也就是讲我们潮汕的功夫
茶。所谓功夫茶并非是一种茶叶或茶类名，而
是泡茶的一种技法，顾名思义，不仅操作起来
需要一定的功夫，还有泡茶、斟茶，也有功夫。
茶馆在这儿也随处可见。

泡茶，首先讲究的茶具。潮汕的茶具可谓
是精美绝伦，小巧玲珑。暗沉色的茶具，透露
着古朴与历史的悠久，上面雕刻的图案与花
纹栩栩如生。每一幅都不相同，但都寓意着美
好。拨开茶盖，你会听到一声脆响，似鸟儿的
歌唱，让人颇为愉悦。

功夫茶之所以出名，更是因为它的味美。
用上好的茶叶泡入茶壶中，渐渐地，你便会闻
到一阵清香，仿佛置身于山林之中。提起茶
壶，缓缓倒入于茶杯中，清色的茶与雾气浮现
在眼前，轻抿一口，一阵苦涩开始充斥着整个
口腔。但先别急！当你咽下去的那一刻，甘甜
又会从喉间传来，清润着你的喉间。只有你细
细品味，才能感受到它的香甜与味美!

清煮岁月慢煮茶，偷得浮生半日香。时光
落在一杯茶里，焦躁得到治愈，疲惫有了安
放。世事变迁中留存下潮汕的茶文化，是历史
积淀下的宝物，在传承中演绎着温润和质朴。
稠城第三小学605班张鲁艺 指导老师程芝英

包馄饨
外婆做馄饨很好吃，今天我向外婆学习

包馄饨。
我学着外婆的样子，先把一大块肉切成

一条一条的，然后开始剁。剁完一遍，就翻一
面，继续剁。经过七八分钟，终于把馅剁好了。

接下来，就是和面了。我接点水放在面粉
里，然后用手不断地揉，慢慢地面粉就变成一个
面团了。我用擀面杖把面团压平，再拿一个碗在
面皮上一压，就抠出了一个个圆圆的面皮。

最后，就是包馄饨。我把准备好的肉馅放
在面皮上，把面皮对折，再将两个角折过来，
粘到一起，一个元宝形的馄饨就做好了。

吃着自己包的馄饨，我感觉比外婆包的
还好吃呢！

绣湖小学305班龚睿康 指导老师朱丽凤

团结的力量
今天，天空万里无云，我和伯伯一起去义

乌北山游玩。
一路上，山路蜿蜒曲折，像一条盘旋的

蛇。窗外就像一幅幅秀美山川的油画，哇——
那是多么高耸的山峰啊！层层叠叠，奇峰罗
列。途中还能看见八都水库，它呀！可是老百
姓重要的水源，清澈的水能一眼望见水底的
石块和泥土。

到了半山腰，有一个光景台，这个观景台
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站在上层可以仰望天空，也可以俯瞰
群山。正当我欣赏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一股黑
烟蹿起，打断了我的好兴致。我望向烟雾的方
向，哎呀！景观台右边的干草，正燃起小火。虽
然是小火苗，但天干物燥燃烧的速度很快，不
及时想办法扑灭会酿成火灾。

八堵水库就在眼前，可山上没水，怎么办
呢？这时我向叔叔阿姨们建议说：“我们可以
用石块和废弃垃圾盖在火苗上，火没了氧气
会自动熄灭。”大人听了很高兴，连连夸我是
个爱观察思考的小朋友。大家立刻行动，不惧
危险，奋力拍打，很快就将这些山火扑灭。

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团结的力量是无
穷的，无私奉献的人们是最可爱的。今天真是
个特别而美好的日子。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蒋喆宇 指导老师吴燕清

旅行
寒假，爸爸妈妈带我到日本旅行。
下了飞机，住在日本的大姨和姨父来接

我们。刚上车，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方向盘竟
然在右侧。上了高速，姨父靠着左侧的马路踩
着油门使劲开，我急忙喊道：“姨父，逆行啦逆
行！”往窗外一看，原来大家都这样开。

到了家，我看见几只黑漆漆的乌鸦站在
大树上，于是指着乌鸦说：“真晦气，还那么多
只！”姨父听完对我说：“在日本，乌鸦可是吉
祥鸟，不能说晦气哦！”我又一头雾水。

第二天醒来，从阳台一眼望去，我一脸惊
讶，房子都好矮，房子和房子的间距这么小！
大姨从身后走来对我说：“因为日本是地震多
发性国家，虽然市区也有高楼，但是很多都是
这种楼层矮的房子。楼和楼间距之所以这么
窄，是因为日本土地面积小啊！”我突然感到
莫名的自豪，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用考
虑这些问题，心里偷偷地笑了！

走到大街上，烟头、落叶、纸团……都看
不见。垃圾桶排成一排，光水瓶就分好几种，
路上还有人看到垃圾就捡，大街上非常干净。
我惊讶到了！

这次日本旅行，令我印象深刻。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崔艺潆 指导老师吴燕清

放鞭炮
春节有很多让我高兴的事，最高兴的就

是我和哥哥去楼下放鞭炮。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吃完团圆饭，飞一

样跑下楼去放鞭炮。我们一会儿把鞭炮放在
雪堆里点燃，一会儿放在树上，玩得好开心。
妈妈站在楼上大声吆喝我俩“小心”，在这个
时候我们根本听不清，点燃鞭炮就躲到大树
后面，还没藏好，只听见“嘭”的一声巨响，我
和哥哥满身都是灰尘。我们先是吓得一怔，然
后被彼此的模样乐得“哈哈”大笑。就这样，一
次，两次……一直到我们手中的鞭炮放完，这
时我们也变成“脏娃娃”了。

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黑暗的
天空中，绽放起五彩缤纷的烟花，我和哥哥都
兴奋地大喊大叫了起来，感受着节日带来的
喜庆与欢乐。

春节，多么令人难忘啊。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谢安静 指导老师吴燕清

庐山
诗仙李白曾吟诗道：“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今年寒假，姑姑带我一睹
了庐山的风采。

我们一路向前，不一会儿，隐隐约约听
到了“哗哗哗”的声音。顺着水声上前一探究
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原来这就是难得
一见的庐山冰瀑：它由许许多多的小冰柱组
成，这儿一簇，那儿一簇，晶莹剔透，玲珑可
爱。冰柱与冰柱之间，小水花从高空洒落，远
远看去，像极了一幅浑然天成的水晶帘！在
阳光的照耀下，它们升起了一层层朦胧的水
雾。再往下看，冰瀑布从天而降，汇成一汪深
蓝色的冰潭，犹如仙境一般美不胜收。沿着
山路继续前行，还会看到另外两处同样壮观
的冰瀑。没错，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庐山“三叠
泉瀑布”。

不知不觉中，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庐山
之旅也接近了尾声。庐山美景，令我无法忘
怀！我和姑姑说：“下次还要来。”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谢安宁 指导老师吴燕清

海滨之旅
我喜欢旅行，春节去了厦门。这是个美丽

的海滨城市，我被这里的气候和环境深深吸
引。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还有那满眼的
绿色，都让我感觉好兴奋。

我们先去了鼓浪屿。那里的树都很高大，
树牌上注明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岛上还有
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和美丽的风景。我喜欢
那里的海滩，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我赤脚走
在沙滩上，感受着细沙在脚下的蠕动，仿佛与
大自然融为了一体。

我们还去了平潭岛。在岛上，我们通过望
远镜，看到了遥远的海平面。大海真大呀，无
边无际。海水真蓝呀，跟天空一个颜色，远远
望去，仿佛连在了一起。

在旅行的几天里，我们还品尝了许多当
地的美食。我最喜欢的是海鲜，那鲜美的味道
让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这次旅行让我收获了很多，我不仅欣赏
到了美丽的风景，还学到了很多地理文化方
面的知识。我相信，这次旅行会成为我人生中
一段美好的回忆。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陈诺 指导老师吴燕清

少林寺
少林寺在河南省郑州市登峰县境内。

这里是旅游胜地，国家著名的风景区。寒
假，我终于来到少林寺，亲眼目睹了它。

来到少林寺，走上阶梯，就看见一尊巨
大的雕像，那是一位正在练功的和尚。只见
他双手合并，单脚屈膝站立，目光如炬，给
人神功无敌的感觉。走进武术馆校，我们观
摩了一场精彩的武术表演。学生们走上舞
台，个个精神抖擞，虎虎生威。他们表演了
少林童子功、少林十八般武艺，还有令人不
可思议的少林气功。一位武僧屏息凝神了
好久，当长矛刺向他的脖颈，他竟然用气功
硬生生地把长矛顶弯了。精彩的表演，赢得
了游客们热烈的掌声。

我们最后来到了一个祠堂里，地上到
处都是大坑。妈妈告诉我，这些大坑之所以
形成，是因为那些高僧长年累月在此练功，
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次游少林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我希望还来。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王梓涵 指导老师吴燕清

红糖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红糖？
义乌盛产红糖，特别是在我爸爸的老家

西楼村，更是生产不一样的红糖！为什么不一
样呢？因为这里的土壤气候，能种出优质的红
糖原料——甘蔗。

首先，农民伯伯把甘蔗苗种下去，用水、
肥料精心呵护，经常去地里照顾它。等甘蔗长
大成熟了，农民伯伯再把甘蔗送进工厂，经过
压榨，高温加工，浓浓的红糖水就变成了甜甜
的红糖块。

每当红糖做成了，爸爸妈妈总是会带我
去看看这片土地，尝一尝家乡的红糖。我吃一
口，爸爸妈妈吃一口。我想，这不仅仅是红糖
的甜，更是属于义乌人爱的味道吧！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楼奕欢 指导老师吴燕清

压岁钱
除夕夜，和往年一样，我们一大家子围在

饭桌前开始我们的年夜饭。
年夜饭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家家必有

的鱼、蟹、虾、鸡、鸭，还有长寿面、汤圆等等。
大人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我们小孩子围着
桌子嬉笑打闹，好不热闹！

年夜饭快结束了，最让人兴奋的时刻来
了，那就是发压岁钱啦！看着压岁钱，我问妈
妈过年为什么要发压岁钱。妈妈笑着对我们
说：压岁钱也叫压祟钱。相传有个叫“祟”的小
妖怪，喜欢在除夕夜的时候出来摸小孩儿，被
它摸过的孩子就会生病。有一年一个小孩儿
在玩的时候把几枚铜钱放到枕头底下，晚上
睡觉的时候小妖怪祟过来了，想摸小孩的头，
突然一阵金光闪过，祟被吓跑了，原来是枕头
底下的铜钱发出的亮光。从此以后，“压祟钱”
就被流传下来了，变成了今天的压岁钱。

传说归传说，妈妈说，其实压岁钱就是长
辈对晚辈的爱和祝福，祝福晚辈在接下来的
一年里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胡宏毅 指导老师吴燕清

东河肉饼
今天，我来介绍妈妈家乡的特产——东河

肉饼。它，皮薄饼大，香脆可口！印象中的东河
肉饼有原味的，还有鸡蛋味的，让人直流口水。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东河肉饼的制作方法。

首先要准备材料。外婆一般会先准备馅
料儿。馅料的原料有：葱、肉、调料等。外婆将
葱切成小段，肉剁成肉末儿，加盐、调料、辣
椒，把它们混合在一起。色泽亮丽，看着就很
美味！一般这时候，外公负责揉面。他把水和
面粉搅拌均匀，加点盐，再加水，揉成面团。揪
一坨面团，把它搓圆备用。

然后制作肉饼团。外婆取两个小圆面团，
压扁，然后在一个面团里放上一大勺肉馅，再
盖上另一个小圆面团，将饼沿摁在一起。一个
个肉饼团做好，放在边上备用。听外婆说，要
放一会儿再进行下一个环节会更好。

接下来就是拉饼。这个环节是最考验
做东河肉饼的人的手艺的！外婆把之前的
小小肉饼团，慢慢拉成一个大圆饼，又大又
薄。这种时候，如果手艺欠缺，就有可能会
拉出破洞。

最后肉饼下锅烤。先往锅里洒上油，把拉
好的东河肉饼放进锅里烤，然后翻面，两面都
有点焦焦的就好了。

如果你想吃鸡蛋东河肉饼的话，再加
一个鸡蛋就可以。外婆会拿一个鸡蛋，把它
打碎，摊在东河肉饼的上面，再把它煎熟，
完工啦。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张晓冉 指导老师吴燕清

小水滴的奇妙旅行
曾经有一滴小水滴住在蔚蓝色的大海，

大海妈妈每天都给它唱好听的歌。
在小水滴九岁那年的夏天，太阳公公照

在它的身上，它轻飘飘地飞到了天空中。它慌
忙向大海妈妈喊：“妈妈，救我，我要飞走了！”
大海妈妈笑着说：“好孩子，出去旅行吧！记得
回到妈妈身边来！”

小水滴飘到空中，看到身边有好多和自
己长得一样的小水滴。

这时，在动物园里游玩的小朋友在喊：
“爸爸妈妈，快看啊！天上的云彩好白，像一只
大象一样！”小水滴知道了，天上的云彩是好
多好多小水滴手拉手变成的啊！

飘了几天后，小水滴变成了圆滚滚的小胖
子，身体越来越沉，慢慢飘不动了，向地面落了
下去。它听到小朋友在喊：“爸爸妈妈，快来啊！
下雨了！下雨了！”小水滴知道了，原来它和它
的水滴朋友们由云彩变成了雨滴。

小水滴落进了花园里的一个池塘中，它跟小
鱼们度过了一个夏天。当天气变冷的一天，它又
慢慢飞到空中，寒冷的风让它把身体缩了又缩。
刚想睡一觉，就感觉自己轻飘飘地在空中飞舞。
它忙睁开眼看了一下自己，耳边听到小朋友们的
欢呼：“爸爸妈妈，快瞧啊！雪孩子们又回来了！”

最后，它落在了一个小山上。落下的那一
刻，它想大海妈妈了，“唉，我什么时候能回到
妈妈的身边呢？”

当小水滴再次睁开眼的时候，雪化了，它
又变成了小水滴，顺着山坡向下流，一直流到
河里。不知道跑了多久的路，也不知道经过了
多少时间，终于有一天，它看到了大海妈妈。

小水滴大声喊着，更努力地向妈妈奔去：
“妈妈，我回来了！我要把奇妙的旅行故事讲
给您听！”大海妈妈紧紧地搂住它说：“好孩
子，妈妈相信你一定行！”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张瀚文 指导老师吴燕清

泉州
泉州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城市，

随处可见古老的建筑。寒假，爸爸妈妈带我到
泉州游玩。

早就听说泉州的美食很出名，一下动车，
我们就来到美食一条街，点了面线糊、鱼卷、
海蛎煎、四果汤等一桌美食。真的非常好吃。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开元寺，今天是开元
寺的勤佛日，非常热闹，人非常多，领斋面，逛
古刹。旁边还有一条叫做开元西街的古街，好
多吃的。之后我们坐上小白车去了天后宫，天
后宫里住着的是妈祖娘娘，一位海神。福建海
边的人们都信奉妈祖，希望她能保佑人们。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泉州博物馆，这里放
着许多泉州海边出来的文物，也讲了泉州城
市的发展过程，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接着我
们去参观了崇安古城，这里以前是抵抗倭寇
的重要地方。迎着海风，我们似乎看到了人们
保护家园的样子。

泉州很美，我期待下次再来。
稠城第三小学202班金洛菲 指导老师吴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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