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天的午后，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和妈妈
来到滨河公园寻找春天。

我们来到草坪上，小草们已经破土而出，嫩绿
嫩绿的，养眼极了。它们沐浴着春天的阳光，正在
努力地茁壮成长着。小池塘边的桃花也开了，粉嫩
粉嫩的。有的花瓣全展开了，仿佛正在好奇地看
着美丽的春天。一阵春风吹过，花瓣抖动起来，
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有的花苞儿饱胀得
像个小圆球，即将裂开。有的还是花骨朵儿，被
褐色的外衣包裹着，就顶上冒出一点点粉色，就像
是在和春天捉迷藏呢，可爱极了。小池塘清澈见
底，绿油油的水草在水中轻轻摇曳，旁边还有一些
小黑点，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蝌蚪呀，又大又圆的
脑袋，乌黑乌黑的，后面还拖着一条又细又长的黑
尾巴，好像一个个小逗号。它们有的在摇头晃脑开
心地游着，有的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趴着，真是太
好玩了。

我找到春天了！原来春天就在那生机勃勃的草
坪上；春天就在那春意盎然的桃花枝头；春天就在那
波光粼粼的池塘里……

找春天
□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三（1）班 龚宸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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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河边的柳枝吐出了嫩
芽，小草透着青，青青翠翠的大地从
冬天的素净中苏醒过来。

星期六，小明带着弟弟、妹妹来
到草坪放风筝。放风筝的人可真多
呀，天上有无数只腿的“蜈蚣”，有在
勇猛高飞的“老鹰”，还有活泼可爱的

“金鱼”，它们都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
呢！

小明和弟弟拿出了他们的小燕子
风筝，小明拿着线，弟弟拿着风筝，风一
来，小明一边放线，一边对着弟弟说：

“赶紧放开手。”弟弟放开风筝，风筝就
飞了起来，好像是春风姐姐伸出了无形
的大手，把他们的风筝托上了天空。风
筝时而盘旋几圈，好像在炫耀它的美
丽，时而又翻几个跟头，好像在同小鸟
做游戏。站在旁边的妹妹看着小明把
风筝放上了天空，羡慕得不得了，急忙
对小明说：“哥哥、哥哥，快来帮帮我，帮
我把这可爱的小蝴蝶风筝放飞天空
吧！”在小明的帮助下，妹妹的风筝也在
蓝蓝的天空中飞翔。

天空成了风筝的舞台，看着五颜六
色的风筝，他们开心极了。

万物在萌芽生长，一个个生命在春
的挥洒与淋漓之中被捧起，一个个色
香、味浓的美食在萌芽之中出现。它们
从大自然的烘托之中，于人间尽放光
芒。

蚕豆，一品春之佳菜，成片的生长
使其嫩而鲜。其之色，经剥过后，显碧
绿，宛若一粒石子，圆润而软绵。近望，
成个成个挨在一起，扁状而拥簇，其内
显浅绿色，中有一小缝，微微用力，可将
其变为两瓣；远望，于田地之外，阳光透
过叶子，蚕豆张力十足，总感觉似要破
皮而出，甚是讨喜。

蚕豆破皮而出后，分为一粒一粒，
放入香锅之内，清烟于火中向空中飞
去，往往一锅蚕豆，连住户旁的邻友也
闻得入迷。原始的蚕豆，本身就流露着
田野的清香，经过调料与油的冲刷之
后，热气腾腾地上桌，一粒粒蚕豆的皮
都裂开了，露出绿色的内瓣。家人团聚
于桌前，深吸一口，那是绿色的自然风
味与蚕豆被洗礼后的香气；那是水在蚕
豆中与调料化为汁水，浸透着全家内心
的香气；那是少许油为蚕豆激出的香
气，令人陶醉其中，无法自拔。

蚕豆的生长是快的，快到让人还没

吃够就已变老。出芽的蚕豆是一粒粒
的小玩意，拿着一筐回家，嫩啊，牙齿都
不要用力，连皮带肉咽入嘴中，那是柔
软嫩滑的幸福。正当季的蚕豆被大筐
大筐带回家，连着一个星期，嘴里都是
油油的感觉，香得很！遍地都是蚕豆
时，那蚕豆刚入口，在口中来回旋着，牙
齿间慢而轻地碰撞，使蚕豆的香味在口
中流淌，再将其咬碎，爆出少许油香，这
便是这道菜的精华，是舌尖上的幸福与
满足。即将变老的蚕豆，放进油锅里，
炸出它本身的嫩，锁住它的香气，脆脆
的，牙齿上都沾满了春天的气息，蚕豆

便成了家喻户晓的爽口小吃，这样既不
会大大浪费春天吃剩的蚕豆，更是将满
满的春天风味留至夏天，啃个炸蚕豆，
记忆就如归来般绕着你我，那是春天的
幸福。

小蚕豆、油蚕豆、炸蚕豆，这无疑是
我在春天之时的幸福源泉。它是春天
给人们的礼物，它伴着人们在春之时留
住对美食的诱惑。在我的心中留下对
春的留恋，每每吃上一口蚕豆，家乡春
天百花齐放、鸟语花香的场景便在我心
中浮现。满满春意，更是我对春天的留
恋……

周末，我和妈妈去家门口的小公园散步。远远
望去，那一抹白色的身影显得格外耀眼。春天，百花
争奇斗艳，那一抹特别的白色一定是梨花。

果然，那是一片梨树。梨花开满枝头，成片成片
洁白的花朵，像一团团缀满枝头的棉花。远远望去，
梨树就像仙女手中的白色大伞。慢慢靠近梨树，一
阵阵清新、淡雅的香气扑鼻而来。凑近一看，梨花的
树枝是咖啡色的，树枝上零星长着几片红红的叶
片。花朵由五片雪白的花瓣组成，中间是白中带黄
的花蕊，上面还分布着一些小点点，这些小点点像一
个个小圆球，我想它们一定是梨花和蜜蜂交流的秘
密武器。花朵的底部还衬着几片嫩绿的叶片，这样
的组合，让它显得更加美丽动人。

一阵微风吹来，花瓣纷纷从树上飘落下来，就像
是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我站在树下，花瓣
在我周围飘舞，轻抚着我的脸，痒痒的，好像在和我
诉说着春天的秘密，真是惬意极了。

梨花，朴素、纯洁，在百花争艳的春天里展现最
独特的风景。

上周日，我期待已久的市融
媒体中心小记者活动终于到来
了。

一大早，我就央求妈妈早早
开车到达了目的地——浏河何桥
村的一个大棚基地。走进大棚，
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
哪里有什么蘑菇，只有一块块修
整后的土地。正当我失望至极的
时候，几位老奶奶从我身边走过，
她们统一着装，穿着胶鞋，戴着手
套，手里拿着一个塑料筐，在我前
面的泥巴地里停了下来。只见她
们半蹲着身子，手不停地在泥地
里摸索着。我走上前，仔细观察
了一下，呀，原来这蘑菇的顶部是
棕色的，和泥土颜色很相似，马虎
的我一开始居然没有发现，我心
里嘀咕着：“原来蘑菇也有保护色
呀！”

我蹲下身，认真观察起来，一
个个小蘑菇好似一把把小伞，有
的茎十分粗壮，伞面很小，一点都
不好看；有的茎直直的、细细的，
像个长腿小女孩，漂亮极了；还有

的茎是弯的，一根上长出两三个
蘑菇，争先恐后地挤在一起，有意
思极了。我还发现好几个高大的
蘑菇，看上去像威武的将军直挺
挺地俯视着那些士兵。

正当我观察出神的时候，基
地的陈叔叔为我们介绍起了这些
小可爱，它们有一个十分好听的
名字——赤松茸。陈叔叔介绍
说，采摘赤松茸时，要首选茎杆粗
壮的，这样的赤松茸才是鲜嫩美
味的。像“长腿小女孩”的那种赤
松茸，并非优品，而我以为的王
者，却是已经老了的赤松茸，不能
食用了，看来，有的时候，并非好
看的就是实用的。

听完了赤松茸的采摘要领，
我们就可以大显身手啦。我和
妹妹一马当先，冲进了长满赤松
茸的土地。采摘赤松茸时，一定
不能踩在它们生长的地方，要走
两边的小路，因为在我们看不见
的泥土下面，正孕育着下一批美
味的赤松茸。我和妹妹每人挎
着一个小篮子，仔细观察后，慢

慢拨开泥土，用大拇指和食指轻
轻发力，美味的赤松茸就被我们
一一拿下了，随后再把泥土轻轻
覆上，以便下一批赤松茸正常生
长。不一会儿，我们就收获满
满，但也累得气喘吁吁，加上大
棚内的温度、湿度是固定的，又
热又闷，口渴极了。看着那些采
摘的老奶奶，真得觉得她们特别
辛苦。

采摘结束后，陈叔叔又为我
们现场烹饪了赤松茸，看着好像
非常简单，把赤松茸洗净切片，热
锅后放入黄油，再双面煎至金黄
色，洒少许调味品，就可以开吃
了。我站在旁边，闻着香喷喷的
黄油和赤松茸结合的味道，忍不
住咽起口水来。终于可以吃了，
我和妹妹每人夹起一块，开心地
大快朵颐起来，等我们准备排队
吃第二块的时候，无奈僧多粥少
啊，只能开始回味了！

半天的活动转眼就结束了，
我坐在车上，砸吧着嘴，满足极
了！

糖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一种传统民间手工艺，更是有名
的传统小吃。小时候，我不知道糖
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它的味
道如何，现在，不但欣赏到了那些
师傅们的工艺，还品尝到了其中的
美味，真是不枉此行！

今天，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小
记者一起乘坐大巴去浏河学做
糖画。到了古镇，我们先参观了
一家店，名叫“唐先生的店”，只

见店里摆放了琳琅满目、各式各
样的糖画。工作人员向我们介
绍了一番关于糖画的趣事后，便
在那画起了糖画。只见他熟练
地舀起一勺糖浆，然后均匀地在
一块图板上画了一只动物。趁
着在画的时间，大家来猜一个谜
语吧：有人尊我皇上，有人夸我
海中王，有人画我怕点睛，说是
点了会飞翔（打一神兽）。哈
哈！有人猜对了吗？没错！正

是这位工作人员画的龙。瞧！
这条龙是多么活灵活现、栩栩如
生，我们都赞叹不已。之后，工
作人员让我们发挥想象，自己动
手画糖画。兴奋而又有点紧张
的我，眼前浮现出一幅倦鸟归巢
图……

最后，我们每人手里拿着自己
画的糖画，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一边感受着这份快乐。希望糖画
艺术能一直传承下去！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又到了
一年一度的春节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会
贴春联、收红包，还可以品尝到这个日子里特有的
食物——年糕。年糕，代表一年比一年高，日子一天
比一天甜。年糕的品种有很多，比如红糖糕、白糖
糕、猪油糕等等。今天，爷爷做的是红糖糕，我们一
起来看看吧！

爷爷准备了一个蒸笼、一口大锅以及红糖和糯
米粉。随后，在一个临时搭的简易灶上，放上大锅，
锅里加水。接着，奶奶点燃了柴火，火越烧越旺，不
一会儿，大锅里的水就煮开了。这个时候，爷爷将蒸
笼放到大锅上，把搅拌均匀的红糖和糯米粉放到蒸
笼里，大约半个小时后，红糖糕就蒸好了。我迫不及
待地吃了一口，哇，好烫。妈妈笑着说：“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这个糕要等放凉了才能切，切好了才能吃。”
盼望着、盼望着，我终于吃上了切好的红糖糕，糯糯
的、甜甜的，简直绝了。

年糕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我希望我以后的
生活也能像这年糕一样，一年更比一年甜。

每个人都有一种童年的味道，我
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古松弄这条美食
街。那里有着许许多多好吃的东
西。如倪鸿顺肉松骨头、小燕子片皮
烤鸭，还有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小
摊，别看它小，它可承载着一代代人
的回忆。它就是粢饭糕小摊。

记得有一次，我不肯吃早饭。奶
奶就跟我说：“你不想吃粥，要不要吃古
松弄的粢饭糕？”我想:什么是粢饭糕
啊？听都没听说过，不知道好不好
吃。我就说：“奶奶，这个我从来没有吃

过，我想尝一下。”奶奶说：“那我们一起
去吧，顺便让你看看是怎么做的。”

刚走到古松弄，我就被粢饭糕的
香味吸引住了。我走到小摊前，看到
一个老爷爷正在炸着一块块米糕，小
摊前排着很长的队伍。听食客们说，
他们都叫他季师傅。季师傅介绍道，
这摊他摆了20多年了，粢饭糕就是
用糯米做成的，再加了一点点盐。这
个油用的是上等的菜籽油，每天都
换，让我们吃着更放心。不一会儿，
一锅金灿灿的粢饭糕就出炉了。不

到一分钟，就被一抢而空。我们好不
容易抢到了两块。奶奶让我回家吃，
可闻着香味，我已经忍受不住粢饭糕
的诱惑了，就先吃了一块。 粢饭糕
的外面金灿灿的，又酥、又脆、又香，
里面白白的米糕，软软糯糯，特别好
吃，吃了一块还想吃。

此后，我经常让奶奶给我买粢饭
糕。我觉得就算我天天吃，也不会吃
腻。

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是不是也想
吃呢？

今天，我们在教室里玩了一个有趣
的游戏，叫作“吹不倒的瓶子”。

游戏开始了，我们男生都信心
十足，首先请出我们班最厉害的大
力士——张施乐。只见他自信地走上
讲台，根本不把这瓶子放在眼里。他鼓
足力气，使劲儿一吹，结果瓶子没倒！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又推荐班
里排名第二的大力士，他也雄赳赳气昂
昂地走上讲台，嘴一鼓，用力一吹，可瓶
子也没倒，大家再一次笑了起来。这时
候，陈老师说：“还是我来吧。”大家产生
了疑惑，我们班里的大力士都吹不倒瓶
子，难道陈老师就可以？

只见陈老师把瓶子倒过来放在桌
上，嘴一鼓，用力一吹，瓶子就被吹倒
了。

游戏结束，最终陈老师赢了，但大
家都说陈老师“犯规”了。不过反过来
想想，想做好一件事，不能只靠蛮力，
还要多动脑筋，这次我们也算输得心
服口服。

纯洁的梨花
□高新区第四小学 三（2）班 杜潘奕

红糖糕
□高新区第四小学 三（4）班 陈思涵

舌尖上的春天
□市实验小学 六（6）班 颜高弘

放风筝
□高新区第四小学 三（3）班

李璐依

吹瓶子
□经贸小学 三（9）班

印樾

糖画之旅
□市实验小学 四（1）班 周凯瑞

采摘春天
□港城小学 五（6）班 杨陈睿

古松弄的粢饭糕
□经贸小学 五（7）班 陈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