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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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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壶口
重庆市皇冠实验中学初2025级1班 吴思颖

指导老师：景雅茗

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源之远。——题记
少时便诵谪仙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时便结

下黄河之缘。多少次梦境里，我遨游于三江五海，最终归于黄河怀抱。
何其有幸，亲临其境，以观黄河之险——壶口。

远远地，远远地，隆隆的响声滚动好似闷雷。我们一路驰骋于黄土
高坡。黄天厚土大河长，沟壑纵横风雨狂。浑黄的天，扯碎的铅云，笼
罩着同样浑黄的土地。起伏的山峦好似驼峰，又如一片激情澎湃的海，
荡漾着信天游的粗犷。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如此广袤无垠，
直白狂放。

近了，近了。如千军万马呼啸厮杀，如旱地里起了无数个雷，震耳
欲聋，山崩地裂。一条赤裸裸的野性的黄河完全呈现在眼前了。九曲
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这里水面骤然收束，黄河奋然跃起，奔
腾呼啸，湍势吼千牛，又倾泻于龙槽，溅起浪涛翻滚，激起团团水雾烟
云，其形似茶壶注水，故名“壶口”。

仿佛千万金龙厮斗翻滚愈战愈勇，一席大水滚滚波涛迎面而来，排
排黄浪如脱缰野马，比人高的浪头狂舞于山间，水浸沟岸雾罩乱石，裹
挟无数泥沙，黄河冲向那层叠的石，撞向那坚硬的壁！

站得更近些，近得我的脚底都传来黄河的心跳。浪头甚至还来不
及想便被推搡入龙槽。势如四海倾倒，声如千山飞崩。山飞海立却霎
时碎作堆堆白雪。这一跌，再跌，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跌得粉碎。
悬瀑飞流，水雾当空，碎成点，碎成雾，沾衣欲湿了似蒙蒙细雨。一时间
壶口竟容不下这么多的水，于是两岸便也垂下水帘，浑厚庄重如钢卷出
轧。抑或乘隙而进钻石觅缝，或潺潺成溪悄然打旋。一切都隐于湿漉
漉的水雾中，似一幅水墨如一曲交响乐。无城市喧嚣，无烈日炙烤，唯
有惊天动地的涛声混以狂风回荡心中，酿成一种别样的感觉，震撼着
我，激荡着我，似天地唯剩这嘶吼。我融入这自然之间，心声与涛声交
织，惊叹于大自然的伟力。

下了洞，更觉黄河伟岸。昼夜不息，河水冲刷着两岸的岩石，整个
龙槽就这样被水齐齐地剁下去，剁出一道深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
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黄河博大宽
厚，柔中有刚，挟而不服，不平则呼，遇强则抗，勇往直前。一如六千年
前，祖先在这里定居，依水而居，最终水也成了中国人的秉性。不甘不
屈的黄河，那黄沙，那波澜，那九曲十八弯，那退潮后的河底的龙脊，是
铁了心的牛，使出了浑身上下的劲，一股股，一声声，永不停息。后浪追
赶着前浪，那种大气磅礴的野性，最终凝结成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
族的血性。无论多少苦难，无论多少风雨，也最终铸就了一个伟大的民
族——中华民族。

观壶口，识黄河，傲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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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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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礼物
两江新区巴蜀蓝湖郡小学四年级3班 焦翊桐

指导老师：张晓艳

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暑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新疆旅行。
旅行的第三天，我们去了夏塔古道徒步，一路上都是美丽的风景。爬

到山顶，妈妈问我：“你知道大自然的礼物是什么吗？”我说：“是可爱的小
松鼠，是呆萌的土拨鼠，是徒步的快乐，是清澈的小溪，是白色毛球似的蒲
公英，是羊毛床垫似的青苔，是终年不化的雪山……”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接收来自大自然的礼物吧。
我们刚刚来到山脚下的小树林，就在松树枝上发现了几只可爱小

松鼠。小松鼠大概有30厘米长，整个头像坚果核的形状，耳朵尖尖的，
两颗黑玛瑙似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小松鼠的嘴巴小小的，浑身都是
橙色的毛发，短短的前爪可爱地挥动着，尾巴又大又长，几乎比整个身
体还长。有的小松鼠尾巴是黑色的，有的小松鼠尾巴是白色的。它们
非常灵敏，而且喜欢在石头或者树枝后面探头探脑，一会儿爬到这儿，
一会儿跳到那儿，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我们想叫小松鼠
下来拍几张照，但是它们就像顽皮的小孩子，怎么也不肯下来，直到有
一位游客在松树下撒了一些花生和松子，它们观察一会儿以后才爬下
来。但是小松鼠们叼上一块儿就赶紧跑到别的地方去吃了，有的跑到
草丛里，有的爬到树杈上，有的爬回树洞里……

爬到半山腰，我看见旁边的一片石头上长着一层大约10厘米厚的
碧绿碧绿的青苔。于是我上去踩了踩，好松软，踩着像家里厚厚的羊毛
地毯。偶尔还能看到草丛中的一株株蒲公英。这里的蒲公英，因为阳光
充足，雨水多，所以长得又高又胖，有的比我的拳头还要大。风一吹，蒲
公英种子就像一把把小伞，随风飘散，好像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登上这座山顶，我们看见不远处高耸入云的雪山。雪山像披着雪
白的衣服，有的地方因为太尖，所以把衣服扎“破”了，露出深灰色的山
石。雪山顶上的积雪似乎从来都不会融化，巍峨壮观的雪山好像是一
位守护神，守护着这里的生灵。

暑假游历祖国的山河，收获到这么多来自大自然的礼物，让我感到很
快乐。只要你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受，就能得到大自然的礼物。

我的妈妈
九龙坡区晋渝森林小学校四年级2班 廖杨

有位女士，她很伟大，十月怀胎，把我生下；
有位女士，她很辛苦，任劳任怨，把我养大；
有位女士，她很勇敢，无论风吹雨打，她都不怕。
要看护生病的外婆，还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妈妈

辞去了工作，加入了“家庭主妇”的行列。家里生活的重
担几乎全部落到了妈妈肩膀上，妈妈脸上少了许多笑
容。我不懂什么叫成年人的压力，看着妈妈每天顶着风
吹日晒，坚持推着简陋的摊车去街上出摊，努力吆喝，笑
脸相迎，希望增加家庭收入，买我喜欢吃的包子，补贴家
用。

有时候放学，妈妈守摊位接不了我，我跟着同学奶奶
一起回小区。我路经妈妈的摊位时打一个招呼，回到家，
放下书包做作业。到了周末，我也会帮助妈妈摆摊、理理
货。平时我会向小伙伴们询问需要哪些学习用品，如果
是我们摊位上没有的，我就告诉妈妈下次进货时候带回
来。

我的妈妈，曾经也是有人疼有人爱的宝贝呀！如今
额头开始有些皱纹，乌发中也混杂着缕缕银丝。报不完
的是妈妈的恩，还不完的是妈妈的情。我很爱她，我自豪
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捉知了
两江新区金山学校三年级3班 何知嵘

指导老师：张继芳

每年暑假，让我最盼望最兴奋的事
就是回爷爷的老家——永川松溉古
镇。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一到正
午，窗外的知了就不知疲倦地叫着——

“知了，知了”，此起彼伏，仿佛在进行一
场大合唱。

听着这声音，我心里不禁一喜：“有
了，老师不是叫我们做暑假自然笔记
吗？知了就可以当我的作业主角呀！”
立马，我就请来爷爷当我的助手。

爷爷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在爷爷的帮助下，首先，我把细长
的竹条编成一个小圆圈，然后把透明塑
料袋的开口固定在竹圈上，最后把这个
竹圈捆绑在细长竹竿的顶端，这样一个
捉知了的“神器”就做好了。

我们循着知了的叫声一路搜索。
“瞧，那儿。”一只又肥又大的知了正在
树枝上卖劲地唱着歌。它们的颜色和
树干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不是叫声，
你可真的很难找到它。

我屏住呼吸，用“捕知了神器”小心
翼翼地靠近它，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生怕一喘气，就惊飞了知了。眼见竹竿
就要碰到知了，“卟啦”一声，知了飞走
了。我悻悻然，爷爷却安慰我说：“失败
是成功之母嘛，所有人第一次捉知了都
是这样子的，万事开头难。”听了爷爷的
话，我又来了兴致。

“知了，知了！”又一只知了在远处
的一棵大树上召唤着我，我蹑手蹑脚地
走到树下，小心翼翼地把竹竿伸向它的
上方。说时迟，那时快，“啪”的一声，那
只知了本想逃走，但逃错了方向，一下
飞到网里，成了落网之鱼。

“我捉到了!”我大声呼喊着，想让全
世界都知道这个消息。有了经验，我前
前后后捉了十几只知了，完全够自然笔
记观察所需要的数量了。接下来，我兴
致勃勃地观察它们，上网查资料，还从
别人那里知道，知了可以作为一种很有
营养的美食。

但第二天，我观察完毕就把知了放
回了大自然。我想，知了的歌声比美食
更吸引人。

在捕知了的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
了“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诗句中的
意境。

远眺消逝的童年
重庆市第一实验中学校高2025届2班 谭欣

指导老师：王涛

第三次回到郊区，回到曾经的住所，回到曾经的窗
前，小女孩子木望着窗外，那曾经的童年已经破碎……

在郊区有一户人家：小女孩子木，女孩的爸爸和妈
妈。子木是小学三年级学生，爸爸妈妈经常给子木讲童
话故事。有一天，子木看见一位街头画家在墙上作画并
欣赏一番后扬长而去。子木站在窗前静静地观赏那幅
画，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孤单的小孩静静地
望着无边的大海里那缓缓上升的太阳，一只鸟正冲向那
东方的太阳。子木看完后跑到那幅画前写下“初日”。

子木四年级时，一天，那位画家又来到那面墙前，在
墙上开始作画。子木仍旧在窗前呆呆地看着：画家摘下
帽子，拿起画笔，蘸些颜料。绿色的是竹林，黑色的是土
壤，黄色的是画眉……子木看完后脑海里又出现了这样
的画面：绿油油的竹子拔地而起，画眉鸟站在竹枝上唱起
了婉转悠长的歌。子木又在画下写下“静竹飞鸟”。

子木五六年级的时候，画家每年都会来到窗外的那
一面墙上作画，每一次子木都会为画作添上一个心中最
美的名字：“青莲”“台阶”“她的身影”“落日余晖”……平
时她则在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为考上优质中学不
懈努力着。

子木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和爸爸妈
妈离开了陪伴她童年的窗户和那面墙，到了这个城市的
中心生活。可是在子木的心里终究有一个洞——空空
的。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子木决定回去看看曾经的住
所，曾经的那个窗户，那面墙。在一个周末，子木和爸爸
妈妈坐上了回去的车。在车上，子木想到以前在窗口看
到的墙上的那一幅幅作品，内心不由自主地开始激动起
来。

来到了郊区的老房子，子木一溜小跑来到曾经的房
间，感觉还是那么温馨，走到窗前看到那面墙，就不由自
主地想起曾经看到的一幅幅作品，想起了曾经的快乐。

过了两个星期，子木又独自回到了郊区的老房子，走
到那面墙前，这次她在墙上画了这样一幅画：一个小女孩
在窗前静静地看着画家在一面墙上专注地作画。

不知过了多久，当子木再一次回去时，窗外的那面墙
已经被拆除了。子木呆呆地望着那处曾经的墙的位置，
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

此时，画家也正好来到这里，看到一个小女孩正静静
地望着窗外，想起了每次来这里作画，都有一个女孩像这
样静静地看着自己，于是就在女孩窗下的那面墙上作了一
幅画：一个小女孩站在窗前，双手托着小脸，认真地看着窗
外的景色。那面墙上枯黄的爬山虎叶下，又长出了新的嫩
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