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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同学们，周末

愉快！

开学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 不知你

们是不是已经适应

了新学期快节奏的

生活？身着校服、背

着书包来到学校，

和同学们在明亮的

教室里共同攀登知

识的高峰， 互相比

拼， 想想都是快乐

的吧？

3月15日是一

年一度的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虽然

同学们尚未成年，

但也是消费活动

的参与者，下一期

的新报宝贝，让我

们一起聊聊《关于

消费那些事儿》，

说说让你难忘的

消费经历吧！

3月10日

阳光姐姐

知心话

一场春风徐徐而来，

空旷的原野沟满壕平，天

地黄乎乎，朦朦胧胧。风过

天晴， 天空湛蓝， 白云舒

卷，又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风从山那边吹来，空

气清凉而湿润， 她温柔地

亲吻我的脸：“对不起，久

违了。” 我惬意地打开手

机，看了看日历：啊！立春

已好几天了。

我家搬来高原小城东

胜定居， 屈指算来已经有

一些年头了， 给我最深的

感觉就是这里的春天相对

短暂，夏秋比较漫长。

高原小城的景色是别

样的，它不像文人墨客所

描绘的：塞外萧瑟，黄叶

飘零，百花凋敝，回雁凄

厉， 无限的悲凉与颓废。

虽然风吹草低，生出些许

荒凉， 但青山依然叠翠，

百花依旧盛开， 紫燕穿

云，蜂蝶飞舞，到处是生

机盎然的景象。给人的感

觉是：凉爽惬意，不是春

光，胜似春光。

入夜，新月斜挂树梢。

我沐浴着月色， 漫步在社

区前面的伊克昭公园里，

闻着沾满水气的草香味。

如果你有兴致， 也可以登

上十几层的高楼， 鸟瞰小

城夜景：天上繁星闪烁，与

铁西新城中数十条阔路长

街的华灯遥相辉映。 展现

了“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

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

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

的街灯……” 此情此景不

正是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

所描绘的《天上的街市》

吗？在小城的春夜，仰观灿

烂星空，俯瞰城市夜景，品

味名家名作， 何尝不是让

人赏心悦目的快事？

春天是美好的季节，

但在城市里是看不到春景

的，自然要到农村。好在我

们家一些沾亲带故的人就

住在城郊， 他们是地地道

道的农民， 好几代人就在

这里耕耘土地，繁衍生息。

我们来到小城后， 每年她

们都邀请我们去家里做

客。 坐车三十多分钟就到

了， 下车举目观望， 真是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

斜”。一条进村的柏油路平

坦宽阔， 路两边是一座座

排列有序，结构新颖，以红

砖房为主的农家小院。在

庭院的后面， 有种植蔬菜

的塑料大棚， 有饲养牲畜

的现代化棚圈或鸡舍。这

里看不到黄牛白马， 倒是

家家的庭院里都停放着品

牌各异的汽车。 整个村子

绿树成荫，村容整洁，干净

卫生。

原来， 政府在这里实

行了一系列的扶贫富民政

策， 实施了建设美丽乡村

工程， 那些农家小院就是

政府帮助盖起来的， 一律

白墙黄顶，特别美观。这里

的耕地大部分退耕还林，

新时期的农民们有的异地

打工，有的进城经商，城里

还有自己的楼房， 不愿走

的留下来发展庭院经济。

有的搞养殖， 有的搞大棚

种植。 我的舅舅养了几百

只鸡，个个肥硕，还经营着

一家“农家乐”餐馆，人来

人往，不绝如缕。再加上近

几年地方的旅游业发展迅

速，一年四季的收入不断，

他家的收入更是水涨船

高， 日子过得如同芝麻开

花节节高。

进了他家宽敞明亮的

客厅， 坐在高档舒适的沙

发上，品尝各色时令果蔬，

就着美味的红公鸡炖香

菇，喝着五粮液，亲人们问

长问短。 我说长大后我也

要回来投入到新农村的建

设中，搞多种经营，办好绿

色产业。

其实， 这里的丰收不

在场面上，是藏在银行里，

摆在庭院里， 呈现在茶几

上，写在笑容里，隐在话语

间。

春天是美好的季节，

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

人们各有收获。 当然我也

有收获， 我收获了健康的

身体，愉悦的心情。我为高

原的景色点赞， 也为美好

幸福的生活而放声歌唱

鄂尔多斯市一中477
班李书瑶

我闻到了她的气

息，感受到了她的到来，

她是悄悄地来的。 在北

方惊蛰之后， 她不知不

觉来到了我们身旁，让

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暖

意。

她迈着轻盈的脚步

来到这美丽的人间，一

切都欣然恢复了生机，

我走出了家门， 到大自

然中去寻找她的身影。

天空中， 白云悠闲

地飘着，那形状可真美，

一会儿变成可爱的小兔

子； 一会儿变成漂浮的

棉花，簇拥在太阳身边，

看着它， 同时沐浴着阳

光。这时，一对对形影不

离的小燕子从眼前飞

过，它们侧着身子，叽叽

喳喳地叫着飞到屋檐

下， 还有的燕子落在电

线上休息， 把连着的几

条线汇成了五线谱，燕

子们成了音符， 谱出了

一支属于它们的歌。

路边的积雪化了，

就连市区里行人的着装

也发生了变化， 冬季臃

肿的服饰不见了， 小姑

娘换上了粉色套裙，越

发显得漂亮可爱。

小河边， 碧绿的小

草从泥土中探出小脑

袋， 在微风中好奇的摆

动着，像是在向我点头。

柳树开始见绿， 树梢冒

出了小小的嫩芽， 长长

的枝条像少女的头发甩

向水面， 漾起一圈圈的

涟漪， 我不由得吟诵起

一首小诗来：“碧绿妆成

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

绦……”

她来了，真的来了。

她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

加美丽， 是它让我们的

着装变得更有魅力，她

的魔力真的让不可思议

啊！

虽然老师不让我们

写“谁”来了，可读完这

篇文章， 你肯定猜到是

谁来了，对，就是她，这

个季节来了。

乌兰浩特市爱国第
二小学六年级（2）班
张苗

指导教师：张承书

开学第一天

时间如同流水般，匆匆流过。转眼间愉快的寒假已经

过去，我又一次回到了充满温馨的校园。

走进校园，一阵阵熟悉的交谈声在我耳边响起，每一

声都那么入耳。你胖了，他长高了，每一个人的变化都逃不

过同学们敏锐的眼睛。一尘不染的校园，风景犹在，一草一

木唤醒了我心里许多美好的记忆。你看，那高大的梧桐树

下， 更是让我想起了我和同学们在树下快乐的打扫的情

景。老师们又一次从树下走过，来给我们上课。

那是日日夜夜都在为我们着想，陪伴着我们走过五年

半时光的班主任———“语文霸王”崔老师，他让我们沉浸在

学海中好不快乐！那是讲课一丝不苟、从来不落课的“英语

神女”仝老师……他们亲切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了我

的记忆里……

我来到了教室。啊，一切都还是那么美好和熟悉，一张

张美丽英俊的脸庞出现了我的面前， 一件件往事在我脑海

中闪过。 我和同学之间有那么多追逐打闹的欢乐和小吵小

闹的不愉快，但在开学第一天里，代替它们的是对于新学期

美好的期待和梦想！雪白的墙面上，贴着全班奋斗换来的一

张张奖状，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合影也贴在了上面……五

年了，每一次合影时的欢笑声犹在耳边回荡。

我亲爱的老师此时出现在了讲台上，他用激动的话语

宣布新学期的到来。

这时，所有同学被召唤集合到了操场上，我们要举行

开学仪式了。你看，升旗手们举着国旗，迈着坚定整齐的步

伐走来了……

新学期的第一天虽然过去了，但今天想起来，仍让我感

动和感恩，我感动于同学们朝夕相伴的温暖，感恩学校和老

师们对我们的悉心呵护。我想， 在新学期里，我一定要好好

学习，以优异的成绩给我小学的经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第三实验小学六年级（1）班李
奕衡

今年冬天， 我和妈妈

回到了姥姥的故乡———清

水河县朔州窑村，在这里，

我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朔州窑的情况吧！

朔州窑村位于清水河

县城以东， 是一个背山面

水的小山村，我的太姥姥、

姥姥的大半生都在这里生

活， 我的妈妈也在这里度

过了童年， 姥姥和妈妈对

这里有一种深深的眷恋。

在我的眼里， 这里是

一个乡民和谐，其乐融融，

快乐富裕的小村庄。 尤其

是政府实行了“十个全覆

盖”后，干净的水泥道，白

色的围墙， 让我这个在城

市长大的孩子对这里一切

都很新奇。 我拿着照相机

这里拍拍，那里照照。

站在窑洞大门外，我看

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骡子、

羊、鸡、狗、猪等一些家禽家

畜。从房前屋后堆放的秸秆

可以推断这里主要的农作

物有玉米、高粱、土豆、谷子

等。

我们先去了姥姥的亲

戚家，我叫老姨，他们全家

为人热情大方，朴实谦和，

给人一种“到家了” 的感

觉。我们一进门，姥姥就开

始跟他们一起唠家常，唠

着唠着太阳就到了正午，

该吃午饭了。 老姨忙里忙

外给我们做了丰盛的一

餐： 油炸糕、 豆腐粉条烩

菜、玉米等地道的农家菜，

我吃得油光满面， 真是好

吃极了！说实话，我以前是

不爱吃糕的， 但自从这次

吃完老姨家的油炸糕以

后， 我常要求妈妈给我做

油炸糕来解馋。

临走的时候， 我们依

依惜别。 伴随着夕阳西下

的情景， 我不禁想对这里

说一句：朔州窑，我爱你！

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
中学初一（4）班王东麟

微风把她吹来了

回乡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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