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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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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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的节日有很多，比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

等。但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还记得我们学过的《传

统节日》里这样介绍春节：“春节到，人欢笑，贴窗花，放

鞭炮”，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节日的热闹！

我喜欢春节，因为春节是个团圆的节日。每一年春

节，爸爸都会有几天假，我们一家人会在一起吃年夜饭，

我们家的年夜饭可丰盛了，各种各样精致的美食把桌子

摆得满满的，妈妈指着一道像鞭炮的菜给我们介绍，“这

是岁岁平安”，多么吉祥的菜名，其实就是把金针菇穿到

小米辣里面，摆成鞭炮的样子，虽然食材简单，但做起来

并不容易呢。“这是鸿运当头—剁椒鱼头，大吉大利—香

酥鸡，八方来财—白菜卷肉丸……”妈妈真是太用心了，

每一道菜都非常精致漂亮，名字也都很有寓意。我们一

家人吃得非常开心，这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了。

我喜欢春节，因为春节有压岁钱可以拿。每年这个

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都会给我压岁

钱，走亲窜友去各家拜年，长辈们也都会给我们新年红

包，不管是给的人还是拿的人都非常开心，真希望我不

要长大，这样每年都可以拿到压岁钱。

我喜欢春节，还因为我很喜欢“贴窗花，放鞭炮”。

爸爸贴春联了，我给他打下手，贴好春联，爸爸在门上还

贴了福字，不过是倒着的，“妈妈，这福字为什么要倒着

贴呢？”“这就是福到的意思。”妈妈说。“砰砰砰”“噼噼啪

啪”，到处烟花四起、鞭炮连连，声音好大，我赶紧躲进妈

妈怀里，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烟花飞上天空，在空中炸

开，就像一朵五颜六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有蓝色、粉

色、红色、黄色……看着这美景，我不禁拍着手跳了起

来，“好漂亮！”我开心地又跳又叫。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春节，你们呢？

（指导老师：陈伊雯）

早春时节，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透过洁净的

玻璃，斜射在羽毛球场的地上，洒落在挥汗如雨的

少年身上。“砰”的一声，羽毛球在少年的击打下，犹

如脱缰的野马般朝我飞来。我注视着前方，抬手、

扣球，只见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但羽毛球还是落

在了我的脚边。此时教练紧皱着眉头：“现在什么

时候了，连球都接不到，你还怎么参加比赛呢？”这

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我怔怔地站在操场上，脸红

得发烫。

我独自坐在冰冷的地上，窗外鸟儿清脆的叫

声，听得我心烦意乱。回想起教练的话，泪水不停

地在眼里打转，想着比赛迫在眉睫，要不就放弃

吧。不一会儿，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你没事吧？”

我赶紧擦去了泪水转过身去，原来是我的搭档。她

坐下来，搂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教练的话你别放

在心上。我相信你，我陪着你一起练习，会成功

的。”她的鼓励好似黎明的曙光，温暖着我，照亮了

前方的黑暗。

每当搭档在训练时，我便在一边学习。我的目

光紧紧跟随着羽毛球击打的方向，只见她左脚伸在

前面，右手抬高，手肘弯曲，全神贯注地看着飞来的

羽毛球，将羽毛球打了出去。训练场旁的鲜花盛

开，花香伴随着春风吹来，穿过我被汗水浸透的衣

裳，日日见证着我刻苦练习。每天清晨当红日缓缓

升起之时，有两个身影在体育场上挥拍、扣杀……

直到娴静的月光洒落大地，把影子拉得很长。

比赛终于到来，我拿着球拍阔步走进比赛场。

这一次，羽毛球向我极速飞来，我全神贯注盯着球

的方向，抬手、挥拍，“啪”的一声，一记扣杀，羽毛球

被狠狠地打了回去，我赢了。阳光穿过球场，照在

我的身上，暖暖的。花香弥漫着，见证了少年的成

长。 （指导老师：欧雪梅）

我的老家在安徽黄山，院后有一片郁郁苍苍的竹

林。每逢过年，一经春雨的洗礼，地底下便有尖尖的“小

脑袋”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有的长成了竹子，有的则成

为了“限量版”食材——笋。热衷于美食的我自然不能

轻易放过，错过了这一口，下次再吃要等一年。寒假伊

始，我就飞回老家，央求爷爷带我去山上挖笋，做一顿

“竹笋炖肉”解解馋。

我和爷爷一起爬上问政山，这里的笋在历史上曾被

列为贡品，以“问政山笋甲天下”闻名海内外。相传南宋

时，每逢春笋破土，人们都要起早将山笋挖出，装船沿新

安江而下，把笋衣剥尽切入砂锅，用炭火清炖，昼夜兼程

行至杭州，打开砂锅时笋香扑面而来，在外经商的徽州

人宛如在家吃到鲜笋。后来，此事被皇帝知道，于是下

旨将问政山竹笋变成了“贡笋”，一时间誉满京都。“无竹

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这句

谚语便是对这道美食的最好诠释。

我一头钻进竹林中，只见高大挺拔的竹子犹如一支

支利箭直插云霄，竹叶翠绿欲滴。我扛着锄头在竹林中

穿行，心里美滋滋的，不禁吟诵起苏轼的名句“莫听穿林

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爷爷向我传授了一些挖笋的经验：“冬笋在地下成

锥形，会顶开地面的泥土和石头，露出尖尖的笋头。雨

后更是挖笋的好时机……”不等他说完，我就弯着腰，瞪

着眼睛开始四处寻找，我东一榔头西一棒，看见可疑的

土堆就挖一铲子，可冬笋就像淘气的小娃娃，和我玩起

了捉迷藏，挖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我不禁垂头丧

气，一不留神还被竹根绊了一跤，摔了个嘴啃泥。

爷爷扶起我，语重心长地说：“挖笋也有技巧，要寻

找成年竹子露出地面的发青发绿的竹鞭，然后用锄头顺

着

挖 ，

挖 到 竹

鞭向地下伸

去的地方，才有可

能找到竹笋。”他边说边

示范，在我刚刚摔倒的竹根旁挖了

几铲子，一个披着黄衣裳的小笋突然就从土里跳了出

来。这一番操作看得我目瞪口呆，原来挖笋还有这么大

的学问啊！我重整旗鼓，又开始埋头苦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不起眼的石头下面，我终

于发现了一个笋尖，于是我学着爷爷的方法，小心翼翼

地拨开四周的枯枝泥土，一个牛角状的小笋赫然出现在

我眼前，它和诗词中描写得一模一样：“竹笋初生黄犊

角，蕨芽已作小儿拳。”我如获至宝，将它放进竹篮。

经过一上午的搜寻，我们共收获了十几个冬笋，满

载而归。回到家，爷爷把竹笋切成片，焯水去除笋的涩

味，制作了一盘美味的“竹笋炖肉”。我迫不及待咬

了一口，清新的春笋和五花肉“手牵手”，一起在我

的舌尖“跳起了华尔兹”。我一边“咬春”一边

赞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通过这次挖笋，我懂得了坚持不懈的

可贵，更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指导老师：符素毓）

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一小学四（5）班 余悦翔

挖笋记

海口市长彤学校三（5）班王桉依

我最喜欢的节日——春节

海口山高高级实验中学高一（16）班林淑榕

奋斗之花
终会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