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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出快乐来
两江新区博雅小学四年级一班 李昊睿

“你们相信快乐能拔出来吗？”
一开始，我也不信。
写作课上，罗老师宣布：“今天玩游戏！”话音刚落，

我心跳如鼓，咚咚响个不停。同学们问：“什么游戏?”
老师说：“拔书！”

你没听错，就是拔书。罗老师一边说着比赛规则，
一边将两本厚厚的书一页一页交叉重叠在一起。我们
早已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情，自告奋勇地喊道：“我
来！我来……”场面险些失控。

两位大力士的巅峰对决拉开了序幕。一位穿黑白
相间羽绒服的“小光头”弓着背，双手拉着书脊，手上青
筋暴起，双腿弯曲，只等一声令下。另一位脸圆体壮的

“大力士”，双手也拉着书脊，身体往后倾……
随着老师一声口令，“小光头”猛地用力，把毫无防

备的“大力士”拉了过来。“小光头”自己也被撞了一下，
一脸蒙。同学们一阵哄笑。这时，“大力士”又猛地往
自己的方向拉了回来，“小光头”被拽了一个踉跄，却死
死不肯松手。场外又是一阵笑声响起。不一会儿，两
人就累成了一摊泥，可书却纹丝不动，依旧没有被分
开。他俩长叹一口气，灰心丧气地回到了座位上。同
学们的呐喊声渐渐消失，只留下窃窃私语。随后，一批
又一批挑战者陆续上台，但都没有成功。我们像斗败
的公鸡瘫坐在座位上，等待真相浮出水面。

老师打开PPT，为我们揭秘。原来，是交叉的书页
之间产生了摩擦力。每一页的摩擦力叠加形成摩擦合
力，使得两本书紧紧吸在一起。据说，这么多页面叠加
在一起，就是一头牛也拉不开。

生活中处处有学问。你看，快乐不就是这么拔出来
的吗？

发红包
金山小学（美利山）三年级五班 程启盛 指导老师：彭建

去年元旦节，我想给家人们一个惊喜。平时都是
大人给我红包，今天我要反着来——给家人们发红包。

我打开存钱罐，拿出我攒的零花钱，数了数有11
张100元的、几张20元的和几张10元的。我决定给爸
爸和爷爷各发200元，给妈妈和奶奶各发300元。

钱计算好了，就差装钱的红包了。我把客厅翻了
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红包。这时，我想起来，妈妈好
像是从书房里拿红包的。于是，我跑进书房，在一个抽
屉里找到了红包。

我把钱按照计划好的金额塞进红包里。为了不搞
混，我分了一下类，爸爸和爷爷的红包放在桌子的左
边，妈妈和奶奶的红包放在桌子的右边。钱装好了，我
在红包上写上称呼。就这样，红包包好了。

吃过晚饭，我神秘地告诉大家——今天有一个惊
喜！我给你们发新年红包，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
康！我把红包发给了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他们都开
心地收下了红包，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这孩子长
大了！”

看着他们的笑脸，我突然发现，发红包比收红包更加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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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体感受四季变化，用心灵记录点滴美好……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少年，未来的主人翁，请秀出你的卓尔不
凡、纯真多彩！

《重庆晨报》作文版“写作实验室”每周见报，期待越来
越多的中小学生来此展示才华、书写成长、分享快乐。

你的来稿将纳入重庆晨报“2023年度重庆中小学作文
创新计划”，有新意的优秀作品将在《重庆晨报》刊发，同时

在“重报都市传媒”公众号上展示。编辑部还将向优秀作
品的作者及指导老师邮寄样报和荣誉证书。

作文投稿以WORD文档上传，并注明作者、学校、班
级、指导老师，以及收件地址及收件人电话等信息。

主持记者：李凌，微信号：cqcb_xzsys
投稿邮箱：xzsys-2023@qq.com

种葱
大足区龙岗一小五年级五班 聂攸同 指导老师：王玲

奶奶是个闲不住的人，快八十岁了，还不停地“倒腾”着
她家阳台上那些蔬菜和花草。前段时间，奶奶又买了些葱
头种在花盆里。她还会时不时地叫我给葱头浇水。我对此
不屑一顾，总觉得小葱既没有花好看，又不像蔬菜一样可以
用来做佳肴，种在哪里无足轻重。很多次我都很敷衍地给
小葱头浇水，或者干脆不浇。

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些葱头竟然长出了好多葱苗，绿油
油的，很是喜人。半个月后，竟有了十多厘米高，株株挺拔，
像列队的士兵。它们好像一点也没有因为我的敷衍而受到
影响。

奶奶对我说：“你去拔几株小葱吧，待会儿做菜要用。”
我去阳台上拔了一小束小葱，洗干净后交给奶奶。饭菜端
上餐桌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味。“今天的菜怎么
那么香啊？是加了什么秘制调料吗？”我好奇地问奶奶。

奶奶笑着说：“你看看，这些菜与以往的有什么不同？”
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鸡汤里放了葱花，番茄炒鸡蛋里加
了葱花，凉拌黄瓜上也撒了葱花……每一道菜，有了葱花的
加入，就变得活色生香，与众不同了。

“真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小葱不仅生命力强，作
用还如此神奇。”我感叹说。奶奶和蔼地告诉我：

“我知道你没有用心去照顾它。但你看，它依然长
得很好。”听了奶奶的话，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奶奶接着说：“小葱虽然看起来朴实无华，
但它勇敢、顽强，或许它永远都只是个配角，但
它仍然默默无闻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发挥着自
己的作用，我们做人就要像它一样。”

我明白了奶奶让我照看小葱的
良苦用心——做人要如葱，不计较
得失，不爱慕虚荣，坚韧而顽强！

乡村傍晚
两江新区星湖学校五年级一班 张惠然
指导老师：李虹

城镇的傍晚是喧闹的，而乡村的傍晚却是
宁静、柔和、充满诗意的。

夕阳西下，家里的大人已经开始准备晚饭
了，而我和表姐还漫步在山间小路上。夕阳舍
不得将最后一丝余晖收回，继续从西山顶上探
出半个脸儿，陪伴着这美丽、沉静的乡村，将村
庄的每个角落都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晕。

太阳慢慢下山了，夕阳渐渐变得暗淡。山
间的薄雾为村庄披上一层薄纱，我们仿佛置身
于朦胧的仙境之中。竹林中偶尔响起的风声和
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听起来越发叫人心旷神
怡。我知道，它们的心情一定也是欢快悠闲的。

“走，去摘菜去啰！晚上我做油菜炒肉给你
们吃。”舅妈喊着我们一块儿去摘菜。田埂上，
几个人身着朴素的背心、肩上扛着锄头，似乎有
些疲惫。我想，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夕阳洒在油菜叶子上，明媚且温柔。摘完
菜，我们一路嬉戏着往家走。干活的人们陆续走
出田地，漫步在回家的小路上。这闲逸的心情和
美丽的夕阳多么和谐呀！不知不觉，舅妈已经离
我们很远了。“哎，等等我！舅妈。”我连忙追上去。

我们回到家时，院落上空已是炊烟袅袅，空
中飘着香喷喷的腊肉味。此情此景，我想到了
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中的诗句：“喜看稻菽
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我坐在餐桌边，闻着农家饭菜的香味，看着
乡村傍晚的风景，心都醉了……

那一刻，我长大了
渝北区为明小学五年级七班 赵苹汐
指导教师：润叶

时间如长河，滴答流淌着。点滴声音、点滴
动作、点滴想法……催促我们变化、成长。

炽热的太阳退去火焰，微风拂着夕阳，天色
渐渐暗了下来。那个傍晚，我将去参加一场考
试，一场重要的考试。

两三口咽完饭菜，抱起书袋，大步流星往外
冲。即便这样，我还是遭遇到那望不到尽头的
车流。天暗得越发快了，夕阳也放弃陪伴。一
处处闪烁的红光，一阵阵车笛的鸣叫，夹杂着风
的呼啸。我很着急！“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
根本走不动，迟到怎么办？”我已忍受不了心里
的那团火，朝妈妈大声吼道。随后，我突然愣
住：妈妈辛辛苦苦送我去考试，我却对她无礼呵
斥。我等待被批评。

“幺儿，现在是高峰期。我已经给老师讲
了，马上就到。”妈妈向我投来温柔的目光。妈
妈是这样体谅我。

窗外的红光变得越来越模糊，眼里已经装
不下因母爱温暖而泛起的泪花，不受控制地一
滴一滴往下落。

“妈妈，我不应该朝你吼叫，那么无礼，对不
起！”我望着妈妈说。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我
感觉自己长大了。

汽车驶向终点，未来映入眼帘。风拂过脸
颊，考试结束后，妈妈高兴得像一个孩子。

与邻为善
万州区沙河小学六年级八班 陈明瀚 指导老师：舒琴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这首诗成就了安
徽桐城的“六尺巷”。“六尺巷”的故事也成了邻里宽宏大度
的佳话。我奶奶一辈子与邻为善，也是我们家的典范。

奶奶长期住在农村，每当我回去看她，她都会给我做好
吃的。她一做好吃的，就要端一碗给隔壁的任奶奶。开始
我不理解，问奶奶：“为什么要给任奶奶送好吃的呢，她是我
们家亲戚吗？”奶奶回答：“傻孩子，任奶奶虽然不是我们家
亲戚，但有句老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和谁做邻
居，那都是缘分，我们可得珍惜，要永远做好邻居。”后来，我
也会主动帮奶奶给任奶奶送好吃的。

有一次，爸爸把奶奶接到城里刚住一天，奶奶就念叨着
要回去。原来是奶奶听说老家一个邻居去世了，她要回去
帮忙。爸爸劝了半天，我也央求她多住几天，可是都没有
用。奶奶说不管啥时候，不管在啥地方，都要把街坊邻居当
亲人，该帮忙的要帮忙，这是基本的礼数。爸爸只好连夜开
车把奶奶送回了老家。

奶奶每次来我家，总要带一些新鲜蔬菜送给我们的邻
居，说是绿色、纯天然的，让大家尝尝鲜。奶奶虽然不识字，
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天生就认为
邻里之间应该常有热乎劲儿，让大家常觉得暖乎乎的。

也许是受奶奶的影响，爸爸也是一个“热心肠”。今年
夏天，楼上邻居装修把楼道弄得脏兮兮的。爸爸看见了，便
趁中午休息的时候，把楼梯打扫得干干净净。汗水把他的
衣服都湿透了。看着爸爸额头上的汗珠，妈妈心疼地说：

“不是有清洁工吗？”爸爸说：“清洁工很忙，他一时顾不过
来。再说，咱家的规矩就是永远都做好邻居。出点力气是
举手之劳。楼道干净了，大家走着舒服，也不用担心老人小
孩会踩滑了。”妈妈认同地说：“对对对，永远要做好邻居！”

爸爸还经常教育我，要与邻为善，要时时处处想着邻
里，遇到邻居有事要主动伸出援手。这不，在楼道里，碰到
提菜上楼的奶奶，我总会从她手里接过袋子，帮她送上楼；
邻居小妹妹刚上学不会拼拼音，我主动去教她；从奶奶家摘
回的新鲜水果，我总要给邻居一起分享……

奶奶把淳朴的邻里乡情带到了我家，我们在楼栋里传
承着与邻为善的家风，给邻里带来缕缕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