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中秋了！我回到乡下和妹妹们一起打枣子，
一起吃月饼赏明月。

秋姑娘用她轻盈的衣袖拂去了太阳的焦热，将
明亮和清爽献给人间；用她宽大的衣衫挡住寒风，捧
起沉甸甸的果实献给人间。人们都爱秋天，爱它的
天高气爽，爱它的云淡日丽，爱它的香飘四野。我也
不例外，因为秋天可以打枣子、吃地瓜、摘柿子。今
天我就要去打枣子啦！

小枣树矮矮的，腰肢细细的，树枝弯弯扭扭，看
上去比柳树还要柔美，但其实它十分强壮；枝条弯弯
的，却十分坚硬。小枣树树叶十分茂盛，每一片都像
弯弯的柳叶眉，树上结着青红的枣儿，让人越看越觉
得可爱，忍不住想要尝一口。

我找来一根长竹竿，拿了一个小碗，不管三七二
十一就是一棒子，树叶“哗哗”掉了一地，小红枣一个
个“啪啪啪”地掉在地上，我连忙去捡。这时，阿姨把
我拦住了，说：“小红枣不要捡，我们要的是青色的。”
我百思不解：“啊？不对吧？青色的还没成熟呢，红
的才熟了。”阿姨摇摇头：“不，你看，红色的都熟过头
了才掉在地上，青的放几天就熟了，所以要捡青色
的。”我低头一看，果然，地上的红枣子不全是我打下
来的，有些还坏了，反而那些羞涩的小青枣正乖乖地
等着我去拾取。我终于明白了，原来甜美的果实，往
往需要耐心地等待和时间的积累。

树上的小青枣不好发现，藏得非常隐蔽。好不
容易发现了一大串，我对准它们用力一砸，“啪啪啪”
一大堆青枣掉了下来，只有一个不听话的，“咚”的一
声跳进了池塘。不管了，还是快捡吧。我双手并用，
将一个个枣子捡起来，数了数，一共20个。我尝了
尝，哇，又酸又甜，再过几天一定会更好吃。

同学们，你们在中秋节做了什么呢？快来和我
分享分享吧！

中秋打枣
□市实验小学 五（3）班 顾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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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月饼迎中秋
□朱棣文小学 四（5）班 李朗溢

那一片乡间的小树林，是我的游乐场。
春天，小树林一片彩色。桃花、梨花、樱花和各

种无名的花朵竞相开放，整片树林都是花的海洋。
放眼望去，五颜六色的，好似一块五彩缤纷的花布。
各种小花在用香甜的蜜汁招揽蝴蝶、蜜蜂前来作
客。

夏天，小树林一片绿色。大树妈妈高大的身体
好似一把绿色的太阳伞，为我们挡住了强烈的阳
光。

秋天，小树林一片金色。一片片树叶落下，似一
只只蝴蝶翩翩起舞。那里还有一片果园，瓜果飘香，
是苹果、是梨，还是柿子？都是。望着那些诱人的水
果，它们仿佛在说：“快来吃我呀！快来吃我呀！”让
人口水直流！

冬天，小树林一片白色。雪花姑娘来到了人间，
和小朋友们玩游戏。小朋友们心里乐开了花，堆雪
人的堆雪人、打雪仗的打雪仗、堆雪堡的堆雪堡。雪
花姑娘看到了小朋友们灿烂的笑容。风刮过小朋友
的脸，小朋友的脸更红了，但玩得更起劲了。

小朋友们，有空一定要来我的家乡，来这里参观
一下这片美丽的小树林。

美丽的小树林
□经贸小学 四（8）班 吴佳颖

随着暑假的到来，我们全家来到了一个风景如
画的地方——福建南靖土楼，这是一个令人记忆深
刻的地方。

南靖土楼，是闽南土楼的一种，以历史悠久、数
量众多、规模宏大、造形奇异、风格独特而闻名于世，
被誉为“神话般的山区建筑”。南靖土楼产生于宋朝
时代，明清时期逐渐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的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着，山上烟雾缭
绕，仿佛进入了梦幻丛林。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天
空格外明朗。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穿过隧道我们
好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那激动的心情一下子
被释放出来。

首先我们来到了一个圆形土楼——怀远楼。我
发现土楼的路是用圆圆的青色鹅卵石铺成的，石子
表面很光滑。走廊是用粗粗的木头做成的。土楼里
还住着很多人呢。他们在门口售卖各种纪念品，十
分热情。我们还上楼参观了他们的房间，每间房间
都很小。最神奇的是木质地板，我们走在上面丝毫
没有因为历史悠久而产生摇晃感，反而觉得很结
实。

“土楼为什么要建成这个样子呢？”我好奇地问
导游叔叔。叔叔说：“土楼这样设计具有防震、防兽、
防火、防潮以及通风采光、冬暖夏凉的特点。”“我们
的祖先利用自己的智慧造了这么大的土楼，多不容
易啊！”我不禁感慨。

之后我们去了最高的土楼——和贵楼。和贵楼
为方型土楼，共5层，高21.5米，每层有28间房间、
共140间。最令人称奇的是，这座楼建于沼泽地上且
没有桩基，就像一艘大船漂浮在海上，虽历经200多
年仍巍然屹立。那建造者为何要把它建在沼泽地上
呢？原来，这里四面环山、绿水相绕是块风水宝地。

还有一处能与比萨斜塔叫板的古建筑，它就是
号称“东倒西歪楼”的裕昌楼。裕昌楼第三层的回廊
木柱从左向右倾斜，最大倾斜度有15度，第四层的
回廊木柱以同样角度从右往左反方向倾斜，两层楼
的木柱看上去东倒西歪，但底部的木柱和最顶部的
木柱却保持在同一条轴线上，真是有惊无险、斜而不
危。

几百年风风雨雨，土楼依旧完好无损，真是一个
世界奇迹！我深深地被祖先们的智慧所折服！

中秋之夜，圆月甚好，身在故乡，与
父同赏。

提到中秋，有人会因身在他乡而感
到孤独，有人会因全家团圆而感到美
满。而我无疑是后者。在这个幸福的
中秋佳节里，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
赏月了。

那天的月，出奇的圆，异常的亮，圆
得能看得出边框，亮得可以见得着陨石
坑。我不想放弃这个绝佳的赏月机会，

便叫上父亲一同赏月。就这样，二人二
车，踏上了“赏月之路”。我们沿着洪泾
河骑一圈，那儿没有遮挡，抬头便是
月。

大概是为了迎接我吧。一出门，我
们便遇上了一席凉爽的秋风。来到河
边，我们停下车，趴在栏杆上，抬头是明
的月，低头是清的水，惬意得很。我望
向河面，水中映上了一轮圆月，偶尔吹
来一阵微风，掀起一层涟漪，月儿便晃

晃身子，再次安稳地“坐”下。啊！我看
见月亮在这浓淡不一、朦朦胧胧的黑夜
中显得格外明亮、格外美丽，就宛如一
个幽深的山谷里，传来一阵琴声；又好
似深沉的海底，游来一条美人鱼。我陶
醉在这柔情似水的月光下，沉迷于如诗
如画的乡夜里。

我跟着父亲又骑了一段距离，来到
了一片草地。我们坐在草地上欣赏月
儿，我发现，它好像一位温柔贤惠、落落

大方的窈窕淑女，在这水墨画一般的夜
幕中静静地等待着。这让我想到了嫦娥
在冰天雪地般的广寒宫苦苦等待她的后
羿，也许是一千年，也许是一万年。就如
每一位身在异乡的游子，思念着他们遥
远的亲人。

回到家中，我感慨万千，写下了心
中的想法，奈何千言万语都不及那轮明
月，那个流传千古、不可缺少的中秋佳
节。

月圆“骑”旅
□朱棣文小学 五（7）班 毛心罗

快到中秋节了，妈妈收到了
市融媒体中心小记者团发来的
一个活动通知，让我们去体验做
月饼。周日下午，我刚吃好中饭
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妈妈赶往做
月饼的地方。

来到庐香斋素食坊，只见
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已经在
等待我们了。我们各自领了面

团、馅料和酥油皮，认真聆听老
奶奶给我们讲解制作过程：首
先把面团揉成长条状，分成许
多个小剂子，然后把小剂子压
扁，放上馅料，收拢揉成团，再
压扁一点，月饼就制作完成
了。原来做月饼这么简单呀，
我照着老奶奶的方法，做出了
一个心形的月饼。

老奶奶把我们做的月饼放
进烤箱里烘烤，在等待的过程
中，我就闻到了阵阵月饼的香
味。待月饼烤好端上桌后，我马
上找到了自己做的月饼。我赶
紧吃了一口，哇，真是太好吃了，
立马拿着自己做的月饼和妈妈
一起分享。

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天呀！

学做月饼
□朱棣文小学 三（4）班 马晨曦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大家都听过这首《水
调歌头》吧，那你知道《水调歌头》
描写的是什么节日吗？没错，就
是中秋节。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
日子，自古就有吃月饼、赏月亮的
习俗。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市融
媒体中心小记者团组织我们来到
了庐香斋素食坊，学习制作美味
的月饼。一踏进素食坊的大门，
月饼的香气就扑鼻而来。等人到
齐了，我们围坐在桌子两边，先聆
听老奶奶给我们介绍月饼的来
历，之后品尝了老奶奶事先做好
的月饼。老奶奶问：“月饼好不好
吃？”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吃。”老奶奶又问：“想不想自己做
一个？”我们大声回答：“想！”于
是，在大家的期盼中，老奶奶开始
教我们怎么制作月饼。她先给我
们示范了一下制作步骤，然后让
我们自己动手。看老奶奶做月饼
感觉很简单，把面团压成面皮，往
里面加点馅料，然后加点玫瑰粉，
像包包子那样把馅包起来，再搓
成圆形，压压扁，一个月饼就做好
了。但当大家自己制作时，却出
现了各种问题。我因为馅料加得
太多，所以在包、揉、搓的时候，馅
料都露出来了。大概等待了20
分钟，我们做的月饼就烤好了，虽
然外形都不怎么好看，但味道是
绝对的美味。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颇多，因
为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吃到美味
的月饼，还有自己动手做月饼的
乐趣。

“这些馅料够不够啊？”“我
的压不圆啊！”“老奶奶，这个一
定得是圆的吗？”……你知道我
们在做什么吗？嘿嘿，我们正在
参加市融媒体中心小记者团举
办的迎中秋做月饼活动呢！

正式做月饼前，老奶奶先给
我们讲述了苏式月饼的由来，然
后一边介绍做月饼的步骤，一边
给我们做示范。当老奶奶说完：

“同学们都来试一试吧！”大家立
马围在食材四周，迫不及待地拿
起分好的面团动手做月饼。一

双双手使劲地揉啊、搓啊、捏啊，
忙得不亦乐乎！

我拿起面团，快速地搓了几
下，紧接着两手对着面团一按。
不行，不圆！我重新搓面团，再
次用力按下去，还是不圆！反反
复复三四次后，看着身边的小伙
伴有的开始包馅，有的已经在装
饰月饼了……我急得额头直冒
汗。我再一次小心翼翼地把面
团搓得像乒乓球那么圆，用掌根
慢慢地按压几次面团后，月饼皮
终于像大饼一样又大又圆了！

最后，我像包汤圆一样，仔细地
包上馅料再揉圆，还是用掌根按
扁，撒上一点玫瑰粉，月饼就制
作完成了！

20分钟后，当老奶奶端出
烤好的月饼时，我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做的月饼，圆圆的像中秋的
月亮，月饼上红红的玫瑰粉，像
闪闪的星星在朝我笑。我拿起
月饼轻轻咬了一小口，好酥、好
甜，真好吃！都说劳动的果实最
甜美，我手中的这个月饼是我吃
过的月饼中最美味的，没有之一！

难忘的中秋
□朱棣文小学 四（5）班 支惜媛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
节日，有赏月、吃月饼等习俗。
今年的中秋节有点特别，因为我
参加了市融媒体小记者团举办
的做月饼活动，吃到了自己做的
月饼。

在中秋节前一天，我和妈
妈一起前往制作月饼的活动地
点——庐香斋素食坊。等小记
者们都到齐后，店里的老奶奶
便开始教我们怎么做月饼。老
奶奶先将准备好的面团搓圆，
再把面团压扁，变成饼状，然后
加上馅料，最后把它包起来。

看着老奶奶这么做，我觉得很
简单，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结
果馅儿没包住，全都漏了出
来。“没关系，再试试！”老奶奶
在边上鼓励我。我又拿了一个
小团面，搓圆、压扁、放馅儿。这
一次，我小心翼翼，一步步按照
老奶奶说的要点做。哇！成功
了！一个小小的月饼做好了！
我轻轻地压了压，做了个记号，
把它放在盘子里。后来，我再
接再厉，又做了一个，这个比上
一个更好。“真不错！”妈妈直夸
我。

等小记者们都做好之后，
老奶奶将月饼送进了烤箱。在
烤的过程中，我时不时去窗口
看看，想早点尝到自己做的月
饼。20分钟后，月饼终于出炉
了！大家都兴奋地挤在一起，
找自己做的月饼。我找到之
后，马上放到嘴里咬了一口，真
好吃呀！月饼里除了馅料的香
味之外，还透出一股特殊的香
味，我想那一定是劳动果实的
味道！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
午啊！

难忘中秋做月饼
□朱棣文小学 四（5）班 杨语涵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
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前夕，
市融媒体中心组织我们这些小记者
开展了做月饼活动。

一进入活动场地，我就看到墙
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静”字，一股淡
淡的清香迎面扑来，再看看其他小
记者们都自觉地保持着安静，我迅
速找到一个空位置坐下来。

不一会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
奶奶用地道的太仓方言给我们讲解
做月饼的注意事项，我们一个个都
像小兔子一样竖起了小耳朵，认真

地聆听着，生怕漏掉什么关键信
息。看着老奶奶娴熟地做着月饼，
我们跃跃欲试。终于发面团啦，大
家迫不及待像模像样地做了起来。

我学着老奶奶的样子，先把面
团搓圆压平，然后在中间放了一些
妈妈最爱吃的玫瑰花馅，粉红色的
玫瑰花馅在白色的面皮上就像妈妈
白皙的脸庞打上了腮红一样，美丽
极了。接着我把馅包好，稍微整理
一下月饼的形状，一个月饼就制作
完成了。我们把做好的月饼交给阿
姨去厨房烘烤。

在等待的过程中，有的小朋友
说：“我做了菌菇馅的月饼，因为我
最喜欢吃菌菇，菌菇对我们的身体
很有好处。”有的小朋友说：“我觉得
自己动手做月饼还是很有趣的，不
仅让我们学会了一种技能，还让我
们懂得了美食的来之不易。”“我觉
得……”还没等这个小朋友说完，一
位叔叔就把我们做的月饼端了上
来。我拿到自己做的月饼，赶紧跑
到妈妈面前：“妈妈，这是我为您做
的您最喜欢的玫瑰花馅月饼。”妈妈
拿起我手中的“胜利果实”，轻轻地

咬了一口，说道：“月饼太好吃了，我
的宝贝长大啦！”看着妈妈绽放的笑
容，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成功做成了月饼，我受到了很
大的鼓舞，同时，我也明白不是随
随便便就能取得成功，这其中要
付出努力和辛劳，正所谓“梅花香
自苦寒来”，而我也算是“天道酬
勤”啦。

皓月迎佳节，花好庆团圆。祝
愿团圆的家人们幸福安康，祝愿不
能与家人团聚的朋友们千里共婵
娟。

南靖土楼
□经贸小学 五（5）班 龚邱雯

美味的月饼
□高新区第四小学 五（4）班 魏哲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