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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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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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于重，闲力于轻
重庆市第一实验中学校高2025届1班 陈怡

指导老师：王涛

当下，关于“力气如何使用”已成为青少年热议的话
题。有人言：“人应该把力气投入到更有用的事物中。”亦
有人曰：“应将力分散于四面八方，这样才能全面发展。”

于我而言——主力于重，闲力于轻，正是对这一热
题的有效回应。将主要力气置于重要事情之中，则可
把握主要方向，以便成就自我；将闲散力气投入次要方
面，则能拓展人生视野。主力于重，闲力于轻，两者相
辅相成，才可相得益彰。

主力于重，可使方向不偏，使“行则将至”成为现实。
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事情，亦会有不同的任务。

而青年之主要任务，则是集中精力完成当下的核心任
务。毛主席的一生，为时下青年树立正确的榜样：年幼
时，用心于学，刻苦勤奋；壮年时，领导工农，武装革命；
一生为强盛祖国奋斗。眼下，于我们而言，学知识、练
本领是生活的主要任务。由此，我们就当弃杂念、潜心
学，将主要精力用以打好人生的知识根基。如此，则可
使人生航船的方向不偏移。

闲力于轻，可使人生丰盈，“百花齐放”，装点人生。
恩师常言：“年轻的一代，不应以‘功利主义’作为

选择的标准，而应以‘多点开花’成为人生的追求。”这
也就要求，我们既要在重要任务上倾注主要精力，也要
在次要任务上安排闲散精力。若将目光移到分数以外
的现实世界，你会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元时代中，

“多边形人才”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并在其中发挥应
有的价值。请看长江日报青年记者王超然，作为一名
记者，并不满足于只做采访之事。他在完成好本职工
作后，自学与新闻相关的其他技能，现已成为集“文字
报道、外采直播、节目主持、拍摄制作、配音说唱”五项
技能为一身的“多边形记者”。他的工作年限并不长，
但已成为长江日报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了。

你我皆知“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成长路上奔跑的我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重要任务
上，理所应当。只是，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主要精力”
并不等同于“全部精力”，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为主任务”就无法满足时代对青年的期待。正值花
样年华的我们，在将主要精力投诸主要任务后，也要将
闲散精力分布于其他方面，这样才可发展出属于自己
的“多边形”。

诗画三峡 大美河山
两江新区金山学校栖霞路校区三年级九班 王沣聆

指导老师：唐洪

端午节期间，我和妈妈、外婆一起坐上了三峡游轮，第一
次坐船的我喜出望外，上船后，头枕着波涛进入了甜蜜的梦
乡，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旅程……

第二天，我睡眼惺忪地睁开眼，清晨的阳光下，第一个目
的地——有些神秘的丰都鬼城到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又高又陡
的山路。我和外婆选择了上山缆车，妈妈则一个人勇敢地爬
山去了。我们在山顶会合，来到第一个景点——黄泉路，这是
一条青石板小路。据说走这条路有规则，不能回头，不能打电
话，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什么也没发生。

然后，我们走到一个石碑前，上面刻了一个字，又不太像
一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四个字写在了一起：“唯善呈
和”。它们以共同的部首“口”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书写，真是
匠心独具。接着，我们看到了一块乌黑发亮的牌匾“鬼门
关”。据说，这里白天人山人海，晚上却没人敢来，因为所有

“灵魂”都在这里，走出这里要大笑三声。
过了鬼门关，又经过了奈何桥、望乡台等……一路山色清

幽、江风浩荡。明明是个优美的地方，鬼只是个传说，一点也
不恐怖。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在课文里读过的奉节白帝城。“朝辞
白帝彩云间”，今天的白帝城没有彩云，只有白云。第一个地
方就是白帝庙，门上面是龙头图案，两边有龙纹雕花，旁边是
花瓶图案，美观大方。接着，我们来到著名的夔门，只见远山
连绵起伏，蓝天碧水连成一幅画，这里就是10元人民币背后的
图案。想到这里，我顿时觉得十分自豪。随后，我们穿过了观
星亭，这里有数不清的诗人留下了名句，李白、杜甫、苏轼……
所以，奉节又叫诗城。

中午，我们在甲板玩，一座座青山从我们眼前退去，真正
体验了一把“轻舟已过万重山”。三峡有很多有名的山峰，最
著名的就是神女峰，远远看去，山间云雾缭绕，真的像一位仙
女静静地守护着山水。

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宜昌三峡大坝。毛主席说“高峡出平
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我也被惊到了，雄伟的三峡大
坝，既能蓄水发电，又能抗洪防灾。它就像盘古，顶天立地，大
坝顶住滔滔洪水，守护我们的家园。

这次游三峡，我看到了家乡美丽的山水，也看到了祖国绚
丽的文化，更看到了我们战胜自然的决心和勇气。

(重庆晨报“少年霞客行——暑期征文活动”，向全市中小
学生征集国内游记。投稿邮箱：xzsys-2023@qq.com，截稿日期
8月31日。）

列车上的“惊弓之鸟”
重庆市第一中学皇冠校区2023级2班 周钊羽

指导老师：杨靖

父爱藏于平凡的瞬间。
对我来说，父爱是让人先捧腹大笑后，又在心

底弥漫开莫名地心疼。
上初中后，父母担心我晚上不自律，决定派父

亲来守着我。因为家在区县，父亲不得不上下班
乘火车。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差事，尤其是对中年
发福的老爸。这一趟下来就足以让他面色发黄，
虚汗连连。我起初还有些心疼，但后来转念一想，
他在火车上可以好好休息，也就没有太在意。

一天，晚自习放学，父亲在校门口等我，手里
还提了一袋豆干。我兴奋地冲他笑了笑，径直走
过去接过豆干就开始吃。父亲看我没心没肺的样
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面露异色，像要说什么又难
以启齿。

我吃了一半抬头看他：“这豆干真不错，在哪
买的？”爸爸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利川，柏
杨豆干，土特产。”见我一脸疑惑地望着他。他尴
尬地挤了挤眉，支支吾吾地说道：“就，就早上那班
火车睡着了，坐过了，坐到利川去了。”我忍不住放
声大笑：“所以，你还给我带了点纪念品回来？可
真有你的！”他僵硬地附和了几声。

直到有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坐上早班列车。
暖黄的灯光，轻柔的报站声，安静的氛围，确实让
人昏昏欲睡，想做一个黄粱美梦。

正当我昏昏欲睡时，列车里响起大喇叭的声
音：“下一站就到了，请各位乘客做好准备,别睡过
头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每日奔波途中的劳累。
明明提醒的广播声如此大，他仍然能睡过头，他大
概是真的累了吧。我扭头看了看在旁边不住“点
头”的爸爸。他突然惊醒，眼里满是红血丝。再仔
细一看那原本滚圆的肚子，这几个月跑下来都缩
了几圈。

我突然就心疼起来。
他明明可以舒服地躺在床上，却甘愿为了我

长途跋涉。
他明明可以悠闲地步行上班，却依然心甘情

愿为了我与时间赛跑，在列车上当“惊弓之鸟”。
这极平凡的却又不平凡的瞬间，让我深感父爱。

日出即景
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正街校区五年级五班 雷子灵

指导老师：袁容

黑夜中，一切都像在沉睡，点点星辰点缀夜
空，却不知自己的微光将被取代。月亮望着天边，
似乎也在等待着什么。

过了许久，天渐渐亮了。天边徐徐地出现了
小点光晕，与其说是黎光，不如说是天边的小灯
火，若有若无。

光晕慢慢扩大，万物依旧寂静一片，似乎怕把
那小灯火吹灭了一样。那光晕旁，还环绕着一圈
蓝色，光反射在高楼的玻璃上，如多个天然的聚光
灯，仿佛暗示着一个耀眼的主角将登上天空舞台。

慢慢地，那光晕总算露出了一点真面目，它被
江面切成了一个小半圆，并与江里的倒影合成了
一个整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太阳的假象。与它
一同腾起的还有缕缕白雾，如轻纱般披在这半圆
上。

太阳终于完整地登上了江面。在这一刻，太
阳的光亮忽然增强，淡淡的光晕变成了刺眼的光
芒，周围的云层也镀上了金边。不一会，太阳登上
了云背，世界迎来了新的一天。月亮早已默默离
开，星辰也被光亮覆盖。

朝阳给世界带来了光明。但，谁曾想，半小时
前它只是天边若有若无的光晕呀！只要不放弃追
求的理念，小草也有点缀春天的价值。只要不破
灭希望，小小灯火也有照亮天地的力量。

瓢虫记
两江新区金山小学美利山校区三年级五班 全侑珍

指导老师：彭建

炎热的下午，我坐着车在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在车窗
上发现了一个小黑点儿。我仔细一瞧，原来是一只瓢虫。它
橘色的身体圆圆的，就像一只倒扣着的碗，阳光照在壳上，反
射出耀眼的光芒。小小的头上，竖立着天线般的触角，还不时
地抖动，好像真的在发信号。

“妈妈，你快看，车窗上有一只瓢虫。”我激动地喊。妈妈
看着车窗说：“真的是瓢虫，还是十六星瓢虫呢！”

我瞪大双眼，全神贯注地盯着玻璃窗上的瓢虫。小瓢虫
的胆子真大啊！它沿着窗框爬上了垂直玻璃，居然没有掉下
来。它慢悠悠地爬行，那腿却倒腾得飞快，好似在铁轨上奔驰
的火车，左右两侧的腿轮流地捣来捣去。

看着瓢虫犹如在地面上行走一样顺滑，我突发奇想，要不
在瓢虫身上做一个实验。说做就做，我在玻璃窗上滴了几滴
水。水像潺潺的小溪，弯弯曲曲地流了下去。可是这瓢虫却
像装了避雷针，只走干燥的地方。我又拿起瓶子，在玻璃上倒
了很多水，瓢虫躲来躲去，怎么也躲不过这急促的水流，展开
翅膀，一下子飞走了。

回到家，我查阅资料，原来很多昆虫脚的末端，有一个弯
曲的爪，爪掌中有能分泌黏液的吸盘。我想，这就是瓢虫能在
垂直的玻璃上行走自如的原因吧。

烧腊铺子
重庆礼嘉中学初二五班 郑思彤

指导老师：刘彦驿

我家旁边有一家开了很久的烧腊铺子，名叫“老刘
家烧腊”，听我爷爷说老礼嘉开发的时候就有了。

当白烟徐徐而上，“老刘家烧腊”散发的卤香和红油
香就代替着时钟，开始叩问街坊四邻的胃。每当中午十
一二点或傍晚六七点，那就是他家最忙的时候，老远就
能听到他的吆喝和一声声“老刘，拌个猪耳朵”……

我和那位老刘也算是老熟人了。我小时候经常被
家长忽悠着去跑腿到他家买烧腊。他每次看到我，都
会笑着说：“小双来啦！”然后，送我一个鸡爪或鸡翅。

我最喜欢吃他家的拌猪耳朵，事先卤好的猪耳切
成手指宽细的条，再配上卤汁、红油、调味料、葱花、芝
麻、豌豆，色香味俱全的凉拌猪耳就做好了。备料时，
你便能闻到香而辣的红油，看到绿腾腾的葱花，油黄色
的豌豆。每次我都会盯着他不停搅拌着碗中红油油的
烧腊，听着旁边刘嫂“刷刷刷”切着的烧腊、铺子店买客
的闲聊，顿时感受到一股美食与故友相融合的沁人心
脾的舒然。

放假回家，在餐桌上我又吃到了那一份烧腊，只是
感到口感略微不同。便问爷爷，怎么没买老刘家的烧
腊？“你不晓得吗？老刘病了，现在是他儿子接手。但
他儿也有自己的工作，估计是干不下去咯。”听着爷爷
的回答，物是人非的惋惜在瞬间击中了我，心里突然涌
上了一股莫名的酸楚：油香的烧腊、老刘憨厚的笑容以
及那间铺子，仿佛将被岁月隐蔽在小巷里，被慢慢留在
过去，变成一条线，一个点，直至完全消失。

这个暑假，我又被家长叫去跑腿买烧腊。当童年
时的红油香挣脱时空的束缚向我奔来，当那张更年轻
的脸和更年轻的声音含着笑意向我回应，我望着那鲜
亮的“老刘烧腊”，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今天的
红油猪耳朵一定很好吃。

卤香四溢，是那么的醇厚，仿佛在老城区诞
生之初便已然存在，又在一声又一声的吆喝里发
酵、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