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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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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小巷子里，偶然间，我看

见了一棵静默的桂花树，阳光正好，

微风轻携着桂花的清香，勾起了我记

忆中那些温暖的时光。

幼时，我经常在奶奶的身边小

憩。每当花香四溢，奶奶便会在桂花

树下为家人染布，她那双布满皱纹的

手，熟练地握住染料，轻轻地将布料

浸泡在其中。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

洒在奶奶的身上，形成一片片金黄的

光斑。桂花的香气与奶奶的爱，交织

成一首美妙的乐章，让我沉醉其中。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经长大，

我开始在树下练习书法，奶奶坐在一

旁，微合双目。在这充满桂花清香和

笔墨书香的树荫下，奶奶听我边写边

朗诵古诗，任由我带她遨游文字的海

洋，沉醉于中华文化的博大和深沉，

享受岁月静好。桂花随风而落，那清

香沾在了我的书页上，我的毛笔上。

奶奶看着我写的书法作品，一脸和蔼

地说：“不愧是我的乖孙女，写得就是

棒！”我得意洋洋，开心地奔跑在这溢

满桂花清香的园子里。

奶奶除了喜欢在树下和我静度

时光，还喜欢做桂花糕。香甜可口的

桂花糕给温暖的时光多添了几分甜

意。奶奶将精心筛选好的桂花瓣放

入瓷碗中，倒入水，桂花的清香泌入

水中，桂花经过水的洗礼，越发清润

了，十分脱俗。不久，桂花糕便出炉

了。桂花糕的香气与奶奶的爱，在这

小小的院子里，就是一种家的温馨。

清香的布料，老旧的摇椅，树荫

下恬静的老人，深深地留在了我的时

光中、记忆里。是奶奶让这岁月静

好，让童年的时光充满温暖。

可往事只能追忆，深情已经无处

诉说。温暖时光的人已经寻不到了，

风起花落，我的眼里早已饱含泪水。

奶奶的爱是时光里的温暖，无论

走到哪里，无论经历什么，那些温暖

的时光，永远都会留在记忆里！我爱

我的奶奶！

（指导老师：李育娉）

在百花凋零的冬天，迎霜傲雪的

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不染红尘

喧嚣，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花神。

——题记

那一年，我回到了乡下老家，正

是寒冬腊月，乡下人喜梅，房前屋

后、河边山坡到处都是盛开的梅花，

真是“白的像雪，粉的像霞”。可惜

我的太祖父却再没有机会看到这样

的美景，他没有熬过那个冬天，就永

远地闭上了双眼。

太祖父生前喜爱梅花，这在村

里是出了名的。他练就了一手“弄

梅”的绝活，采摘、晾晒，他特别会掌

握“火候”，他制作的梅花香袋依旧

很香。乡里乡亲都喜欢找他帮忙，

解决技术难题，他也总是乐呵呵地

应允了。

他腰上挂着一个装满梅花的香

袋，蓝色的布料上还绣了一朵梅花，真

是个“显眼包”。我每次总想上前摸一

摸，他总是不许，说是一摸香气就没有

了。但他会立刻解开栓在腰上的绳，

让我拎着绳玩一小会儿，还不时会提

醒我:“不要用手摸，不要用手摸。”

年幼的我好奇地问:“太祖父，为

什么你这么喜欢梅花呀？”他轻轻地

抚摸着我的头说:“我们的人生啊，就

应该像这梅花一样，不畏风雪严寒，

在冰雪中绽放……”

送走太祖父的那天晚上，又下

了一场雪。第二天，我走出家门，街

道满是梅花，或立，或飘，或舞……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陆游的诗句“零

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在太祖父的葬礼上，我又闻到

了一阵阵淡淡的梅花香，或许这股

梅花香早已经浸染到他的骨子里，

又或许是周围的梅花太多的缘故。

太祖父的一生，也曾如梅花般傲雪

绽放。

那一年，朵朵梅花开，如梅花一

样的太祖父，我永远无法忘怀。

（指导老师：刘春雨）

海口水巷口以前只是一个码头，历经历史

变迁，这里填平了地面，保留了古老的建筑物，

形成了现在的老街巷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街上卖各式各样的小吃，有椰子蛋、酥心糖，还

有老盐黄皮水等。周末，趁着闲来无事，我和爸

爸来到了水巷口品尝海南正宗的辣汤饭。

一到水巷口，放眼望去就是南洋建筑风格

的骑楼。听爸爸说，以前爷爷就是在这里上班

的，他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耍。尽管水巷口历

经岁月的洗礼，可还是保留得非常完整，真不

愧是海口必来打卡的网红点。

当然，回忆最深处的还是辣汤饭。爸爸说：

“一碗饭，一碗汤，一个煎蛋和两条腊肠，是辣汤

饭的标配。”正说着，服务员就先端上了一碗饭，

白色的米饭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看上去平平无

奇，我问爸爸：“这米饭与我们平常吃的米饭有

什么不同吗？”爸爸回答：“人不可貌相，海水不

可斗量，别只看外表，你品尝一下。”我闻了闻，

米饭散发出淡淡的香味，用勺子舀了一口，放进

嘴里，米饭粒粒分明，真是美味又独特啊！

接着，“辣汤”终于登场了。汤里面有酸

菜、猪杂和粉肠。不过，说好的“辣”呢？汤热

气腾腾，我小心地喝一口，刚开始汤还有一点

儿咸，等过了一会儿，辣味渐渐释放了出来，是

浓郁的胡椒味。夹起一块猪杂，蘸了一点儿辣

椒，这样才能把美味发挥到极致。酸菜口感脆

爽，一口、两口……不一会儿，我就喝了半碗酸

菜辣汤。

“爸爸，为什么汤里放胡椒呢？”我好奇地

问道。爸爸乐呵呵地说：“当年渔民常年靠海

谋生，湿气重，吃点辣汤驱寒，体能恢复快，出

海捕鱼更有劲。”

接着，煎蛋和腊肠也端上来了。煎蛋蘸一

点酱油，我光看着就已垂涎三尺了，一放进嘴

里，轻轻一咬，溏心蛋黄在嘴里爆汁般弥漫开

了。煎腊肠有一点儿硬，慢慢嚼，香味在唇齿

之间弥漫开来，纯手工制作的腊肠真是香！

这就是海南正宗的辣汤饭，真是让我大饱

口福。 （指导老师：黄恒宝）

琼海市海桂中学初一（20）班陈泓杏

时光里的温暖

海口市美苑小学五（4）班刘恒睿

水巷口辣汤饭

海南华侨中学初二（10）班卢知遥

朵朵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