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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40场主题实践活动，即将满额！先报先得！
如果你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文字小工匠，或是热爱摄影的小艺术家，或是善于出

镜和口才表达的小主播，南国都市报小记者俱乐部将为你提供全媒体展示平台！
你将有机会在40场实践活动中，和专业记者一起深入采访调研，对话名家大咖、

体验不同职业、参加社会实践……用笔和镜头记录时代的脉搏，发掘身边的故事！

还等什么？

一起探世界！

快来加入我们，

扫码添加客服报名

咨询电话

南国都市报小记者全城火热招募中！ 广告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

遇”。柔情几许，苍桑几许，都在江南，都在烟雨。

曾为字里行间的粉墙黛瓦而痴狂，梦中杏花

雨，杨柳风，或湿衣袖，或湿心意，缠绵得令人断肠。

适逢三伏，赶赴苏州，好抚玩风物，寻片刻清宁。

挑得诗囊，抛了衣囊，来至客舍，已做了不少

行计，于是稍加整顿，便开始在街头故作风雅。

虽已是夏时节气，可不妨杨柳依依，花重

深，连行人都是温润的，真真爱煞江南！之后几

日，造访虎丘，山林深处有一小茶铺，竹阴留客，

荷池纳凉。亭间，倒是雅致得很，邻人只管摄

影，想必古韵已满灵台，来日重回营营，能稍得

安慰。起了微雨，踏小径而返，江南烟水路，是

游人行不尽的客情与留恋。

到园林采风，当首选拙政园。虽时人已知

沃州山，但盛名远在，若不一访，岂不负了途

行。假山池阁，亭台花鸟，依四时风物而建。行

至其中，或吟咏，或凭吊，皆是惬意的。为避喧

杂，独寻到一处小院，有扇形石匾嵌于墙，上书

“海棠春坞”，下则一悬空盆景。有细竹兰草，正

对书房，雕窗镂花外，是一颗海棠，此节未放，却

令人浮想。坐檐下，渐飘雨，行江南烟水路，牵

连起百年前的雅趣情深。

回至客舍，方忆起，来苏州一趟，想听听昆

曲，遂访山塘街，也好生热闹。尝了些糕点，尤

其留恋桂花酥。一番游览，已近暮时。

本是寻昆曲馆，走走停停，却阴差阳错觅见

评弹。上小楼二层，厅堂不大，戏台约二丈长，

见摆了八仙桌，多老人围坐。台上男女二者端

然，一三弦，一琵琶，吴侬软语，娓娓唱来，朴质

无华，却又恍若极尽繁奢，字字句句牵动人心。

继而是一出黛玉葬花，淡如茶，却愁如海，弦停

罢，余音绕梁。许是台上二人的师父，老人见我

是孩儿，遂捉我谈天。老人虽已是满脸皱纹，却

掩不住红润，身姿是清秀的，像寻常的江南人，

一开口，声儿却是戏中走来。他笑着，问我哪儿

来，怎么来听评弹，去过太湖否，大笑道：“太湖

风景不如从前了，我已眼花了，看不清了。”

他仿佛很久没与人聊天了。老人与我讲起

自己传的是蒋调，拜的是周先生。当时学三弦

唱古今小说、评话，为了糊口，也为家人。他家

人在杭州，当时因为没钱，他偷偷从窗口挤上绿

皮火车，到家中给老母亲那点靠艺揽的零票，有

次被捉住，两个月都动不了弦。后来唱久了，也

渐小有名气，收了几个徒弟，跑了三个，如今只

剩两个年轻的在身边，日子过得倒还惬意，没了

早年的流离失所。

老人边说边笑，初时深沉的眼神，也渐渐有

了光，还颇有兴致地教我唱了几句。

谈罢，已是深夜，馆子里的老人走了不少。

出了楼门，细雨斜风，步过石桥，市声渐收，一人

独自行江南烟水路，只怕溅起几分年岁的风尘。

柔情几许，沧桑几许，许都在江南，都在烟

雨。此行不负，追寻已远。

海南农垦中学高二（2）班周子凉

跨年是什么？是在午夜等待新年钟声的

敲响吗？昨天晚上，爸爸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要给我一个不一样的跨年经历。

凌晨三点，爸爸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我

睁着朦胧的双眼，迷迷糊糊跟他走出小区。

除了草坪灯和两三户人家的窗户孤独地亮

着，周围一片寂静。“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

摆……”突然，一阵节奏感强烈的摇滚乐袭

来，原来是从一辆疾驰而过的出租车里传来

的。爸爸告诉我：“可能是司机为了让自己精

神一点。”我清醒了一点，原来他们还在工作。

跨过熟悉的红绿灯，一家公益蔬菜批发

市场里，一大群卖菜的菜农和买菜的商贩映

入眼帘。爸爸说：“他们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市场挤满了人，到处都是赶来进货的小

商贩和卖货的菜农。“韭黄便宜点喽！”“哎呀，

不行，不能再低了！一位进货的商贩和一名

菜农正在讨价还价。再看两边，一位商贩仔

细地挑选着蔬菜，生怕一不小心买到孬货卖

不了好价钱；而旁边的菜农正焦急地望着自

己的菜，生怕卖不出去。认真仔细挑选蔬菜

的商贩，焦急紧张的菜农，疾驰而过的出租车

……一幅忙忙碌碌的画面。原来许多人的

生活都是如此艰辛与不易。

爸爸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钱

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辛勤的工

作赚来的，我们应该勤俭节约。

与那些叔叔阿姨艰辛的工作

相比，我的生活十分幸福。

作为学生我应该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回报社会！”

路边灯光照在爸爸欣

慰的脸上，也照亮了我们

回家的路。

再次躺在床上，2024

年凌晨这个特别的跨年经

历，深深地印在我心上。

（指导教师：陈志谊）

有人喜欢香飘十里的桂花，有人喜欢高雅

端庄的荷花，有人喜欢芬芳艳丽的牡丹……而

在我看来，这些花虽美，却不及家乡的木棉花。

我家附近有一棵木棉树，粗壮的树干好似

巨人一般，绿色的叶子为深绿色，如同一个摊开

的手掌。春天，万物复苏，木棉花也随之开放，

红如烈火般的花瓣，在夕阳的衬托下更加娇艳；

夏天，木棉枝条更为繁茂，树叶更加浓绿，此时

正是木棉花期，枝头开满了耀眼如火花朵；秋

天，它的叶子仍然翠绿，不像别的树，一到秋天

就渐渐失去生机；冬天，木棉不仅没有变成枯枝

败叶，还结出了钥匙般大小的花苞。

木棉花的美让人驻足留恋，但它的精神更

是可贵。昨夜，一夜凄雨，一夜冷风，我担心木

棉花会被吹落一地，天亮就急忙跑出门去看。

出乎意料，木棉花依然安稳地伫立枝头，毫不动

摇，仿佛一个无所畏惧的军人，勇敢地坚守着自

己的岗位。

木棉花啊，你身上不畏风雨的精神时

常激励着我。每当遇到数学难题想要

放弃时，我就想起了你栉风沐雨地屹

立于枝头的样子，于是我打消了退

缩的念头，继续咬紧牙关，一遍一

遍地不断继续演算，直到把题目

解答出来为止。

木棉花，木棉情。生活处

处有苦，但木棉花却在用另一

种形式告诉我，只要勇敢、不放

弃，必定会苦尽甘来。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小学五（5）班陈亭恋

我不一样的跨年经历
海口市英才小学五（5）班张家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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