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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出生在黄河边的小镇
——榆中青城，这是一个河谷冲积而成
的小盆地。河边绿树成荫，田野里麦
田、鱼塘和果树林星罗棋布。河坝上有
一棵七八人才能合抱的大柳树，当地人
称它为“大柳爷”。据说明朝的时候，这
棵柳树就已经屹立在黄河岸边了。

听父亲讲，青城以前是一个黄河水
道上的小码头，虽然地方不大，人口不
多，但是当地百姓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
活，因为当地百姓早就从黄河上游开渠
引水，建成了自流灌溉网络。就算是一
年两年不下雨，只要黄河里有水，地里
的庄稼就有水灌溉，也就不会有人挨饿
了。就这样，在黄河母亲的庇护下，像
父亲这样一批批的农村孩子长大成人，
离开故乡，到祖国各地追求自己的梦
想，开辟自己新的人生。

我出生在皋兰，黄河水从皋兰南部
什川镇穿过。这里是梨花之都。每年
春天，这里就会变成花的海洋，雪白的
梨花，淡粉的杏花，美不胜收的桃花，还
有绿油油的麦田望不到边。

现在的皋兰富庶美丽，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听妈妈
说，以前的皋兰可不是现在的模样，那
时候，皋兰自然条件恶劣，除了靠近黄
河边的小片区域，大部分地方是出了名
的干旱。老百姓靠天吃饭，碰上大旱的
时候，粮食甚至会绝收。为改变干旱贫
困的面貌，皋兰人决定兴建西岔电力提
灌工程，就是现在的西电工程。工程从
1970年开始，前后有上万人参与了这项
水利工程的建设，皋兰人民克服了资金
不足，施工条件差等各种困难，工程终
于在1990年全部竣工。这项惠及皋兰
人民的水利工程，建成后灌溉农田15万
亩以上，结束了皋兰人民靠天吃饭的历
史。也彻底改变了皋兰地区的贫困面
貌，可谓黄河水养育了皋兰人啊！

从皋兰县城向南约45公里，来到甘
肃省的省会——兰州，这是座黄河唯一
穿城而过的城市。滨河路上风情万种，
美丽的白塔山俯瞰百年中山桥的沧桑，
波光粼粼的黄河水映衬着黄河母亲慈
祥的面容，每次看到这如画的美景，我
常常在想，是谁给予我们如此美好的生
活？是黄河母亲，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和勤劳的人民！

我爱母亲河，是她滋润养育了我，
我爱我的祖国，是祖国和人民给予我幸
福的生活。长大后我要把我们的母亲
河保护得更加美丽，把我的祖国建设得
更加富强。

尽管我是一颗普通的苹果，我却有
一个响亮的名字——“德美果”，因为我
生长在甘肃省静宁县德美地缘集团科技
创新园里，是无数苹果羡慕的名字。

早晨，阳光洒在身上，温暖而惬意，睡
意蒙胧的我正准备来个回笼觉，却被一阵
欢声笑语吵醒，我揉了揉眼睛，原来是一
群小朋友来参观。他们在工作人员带领
下进了展厅，听工作人员介绍照顾我们的
新科技，矮化密植高架立体式栽培、迷雾
机洒水、智慧云平台监测温度湿度……

不大一会儿，小朋友们一窝蜂从展
厅跑出来，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当
来到我和我的小伙伴身边时，我们互相
打量着对方。一位脸蛋红扑扑的小男孩
好奇地指着脚下的塑料管向工作人员问

这问那，工作人员演示了水肥一体化滴
灌技术。我们脚下的黑色塑料管，外表
虽然普普通通，细看上面有好多小孔，经
过计量、配比、过滤后的肥料通过小孔洒
在树下，就像下雨一样。

随后，工作人员介绍了保护我们的
“防弹衣”——悬挂在头顶的防雹网。防
雹网看起来没多少科技含量，作用可大
了。没有它之前，我们这里夏天雷雨天
气较多，常常夹带着冰雹，一场冰雹不但
让我们遍体鳞伤，有时连我们的母亲
——苹果树也枝折叶落。有了防雹网的
保护，即使有冰雹天气，我们也毫发无
伤，依然健康地成长。

突然，一个小女孩发现了地面上铺
着的银色塑料膜，兴奋地指给其他人

看。不等工作人员开口，我就告诉她：
“这是反光膜，我浑身红彤彤全靠它。”可
惜声音太小，小女孩听不见。只见工作
人员耐心地解释道：“苹果快成熟时，全
靠太阳光照射上色，总有背阴的地方，这
样色度很不匀称，反光膜把太阳光反射
到苹果上，苹果有了更充足的太阳光就
能长得又红又大。”

看着他们一脸兴奋的样子，工作人员
为他们每人送了一颗我的同伴，一个小朋
友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蜜汁四溅，“真好
吃！又甜又脆，比我老家的苹果好吃多了！”
其他小朋友也开始大口大口吃起来……

不觉间已到中午，他们要离开了，我
有些依依不舍。听他们的老师说，活动
结束还要写作文，那我就要好好期待了！

星期五晚上，听妈妈说明天要去县
图书馆见朱彦军叔叔，我激动得一晚上
没睡好。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我们一
早来到县图书馆，见到朱叔叔时，我觉得
无比亲切。他穿着一件夹克，脚蹬一双
油亮的皮鞋，戴着一副眼镜，跟电视上形
象不太一样。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居然见到了《2023中国诗词大会》亚
军，有的同学一开始就嚷嚷着要签名。

朱叔叔却先和我们玩起了“飞花
令”。他以万物欣欣向荣的“春”这一美好
的意象来行令。“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
杏出墙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
鸭先知。”“春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同
学们的吟诵声不时传进我的耳朵。

轮到我时，我说了一句“等闲识得东
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叔叔点点头
说：“嗯，你这句很好。”又和我单独对起
了诗词，朱叔叔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尽长安花。”我说：“三月正当三十
日，春光别我苦吟身。”我又抢着说了一
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
杆。”朱叔叔问：“还有吗？”

我坐在座位上，认真想起来。朱叔
叔过了一会儿又问我，我自信满满地站
起来说：“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
有阴。”大家都惊叹不已，为我鼓起了热
烈的掌声。朱叔叔知道我上三年级时，
也很惊讶。最后，他送我一副书签，上
面有他的亲笔签字“世上无难事，只要
肯登攀”。

虽然这次玩“飞令花”我对上的诗词
比较多，但我还要继续多背诗词，努力成
为像朱叔叔一样勤奋好学的人。

秋天的深处是果实累累的稻田，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野换上了金色的棉
衣。秋风拂过，稻浪翻滚，犹如高低起伏的五线谱，奏出了秋天的奏鸣曲。在
田埂上走走，听听鸟儿美妙的歌声，真是美不胜收。

来到了丰收的菜地。地里，高粱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低着头，红着脸不说
话；玉米像一个个排列整齐，浑身插满手榴弹的威武战士，保卫着村庄；火红
的辣椒躲在碧绿的叶片后面，与人们玩着捉迷藏，殊不知，它火红亮眼的衣装
已“出卖”了它的行踪……

走到果实累累的果园，园内果子早已肥硕了。园里，柿子像一个个黄灯
笼挂满枝头，它们你推我挤，好像在说：“摘我，我大！”“不许摘它，摘我！”西瓜
们则沉稳一些，穿了迷彩服，趴在瓜藤下呼呼大睡。苹果们穿上红色礼服，迎
接秋天的到来。

啊！秋天的乡村，真是美不胜收啊！

暑假有五种味道，大家想不想知道
呢？我今天就来讲一讲。

暑假是酸的。记得有一天，在吃面
的时候，我把醋放多了，刚吃一口，那酸
酸的味道一直窜上了鼻尖，泪水瞬间就
流了下来。原来，酸并不好受。

暑假也是甜的，有甜滋滋的水果，有
甜甜的笑容，还有甜蜜蜜的收获……有
一次，我和弟弟、妹妹来到富来登水世界
玩耍，我们换好泳衣，进入水世界，这里
的人很多，有老人和小孩，大家个个面带
笑容，我们先玩了造浪池，又玩了一会儿

法老城堡，还泡了祁连山三千米以下的
温泉，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但我
心里还是甜甜的。我最喜欢甜。

暑假还是苦。有苦苦的中药，这个假
期，我喝了中药，尝了一口，“哇，好苦
啊”！但是良药苦口，我只好一口气喝完，
之后喝了好几口水，嘴巴还是苦的。还有
一天，我练武术压腿时，差点摔个大跟头，
腿还疼得好似走不动了呢，让我苦不堪
言！夜里几次醒来腿还是很疼，但是虽然
很苦，我却学会了武术中耍棍、五步拳这
两个本领。大家说，这是不是苦尽甘来？

暑假还是辣的，那如同生气大叔的太
阳炙烤着大地，给大家一种火辣辣的感
觉。那美味的张掖小吃面，给人胡椒辛辣
的味道。那夜市烤串的味道弥漫开，给人
阵阵麻麻的味道。我不怎么喜欢辣。

暑假中咸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
当农民伯伯辛苦劳作，咸咸的汗水就流
淌下来。每当假期结束，告别太奶奶和
弟弟、妹妹的时候，咸咸的泪水好似流也
流不尽。我不爱咸。

这个暑假，我不仅仅得到了开心，还
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经历，真是五味俱全！

晚上，笼子里发出了“嘎吱，嘎吱”
的响声，是谁发出的响声？没错，就是
我们家的小仓鼠，它的名字叫小花生。
我为什么会给它起名叫小花生呢？因
为它第一次来我们家才两个月大，我看
它的毛色是金黄色的，背后还有褐色的
条纹，像一颗花生。于是，我就给它起
了这个名字。

小花生一开始来我们家还有些陌
生，总是趴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总在想：
它是不是生病了？

还是家的温度它不适应？很快，它
渐渐地对周围的环境有所熟悉，开始在

我为它准备的玩具上面玩耍起来。一会
儿在跑轮上面飞快地跑了起来，一会儿
又在塑料树洞里钻来钻去，又一会儿在
滑滑梯上滑上滑下。它玩饿了的时候就
会吃我给它准备的丰富谷物食材。

一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清
晨我起床后下意识地想看一眼它在干
吗，可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了，小花生
不见了，我四处寻找它，以为它从笼子
里面跑出来了，检查了一下，门是锁好
的呀，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突然，
我看到仓鼠窝里的木屑堆里有一个东
西在慢慢蠕动，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花

生，当时我真想好好教育它一番。
唉！小花生有时很淘气，由于我给

它的活动空间很小，所以在我有空的时
候我就会把它放出来，让它在家里的客
厅里面玩。有一次 ，小花生趁我拿东
西的时候抱着我家的沙发柱子就开始
啃，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啃了几个洞，
天哪，这要是被妈妈发现了我可要怎么
解释！我心想：下次你可不能再这样
了。所以，我被迫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它
买了两个胡萝卜形状的磨牙棒。

我的小花生它又淘气又可爱，它是
我成长道路上永远的好朋友。

一颗德美苹果的半日
甘肃省静宁县阿阳小学五年级 赵婧含 指导教师 张彩霞

小仓鼠“花生”
水车园小学五年级（5）班 钱昱帆

黄河情
皋兰县石洞小学四年级2班 滕珺雅

指导教师 杨言霞

秋天的乡村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东路第三小学（兰化一校）四年级一班 潘子辰

指导老师 冀欢菁

我见到了
朱彦军叔叔

甘肃省静宁县阿阳小学三年级 李诗楠
指导教师 杨叶

暑假的滋味
兰州实验小学 四年级（3）班 王钱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