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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好好写写姥姥家的小
狗，它叫艾迪，是村子里毛色最漂
亮的一只狗。

艾迪跑得特别快， 我总是追
不上它，而且它很冲动，没等我追
上，就已经和别的狗打起来了。 虽
然艾迪是只母狗， 可它一点也不
胆怯， 总能把其它狗吓得嗷嗷直
叫，夹着尾巴跑掉。

我生气地呵斥艾迪：“你怎么
可以打架呢？ 大家都是朋友，怎么
就不能和平相处呢？ 你要是在学
校，你的积分会被扣光的! ”

它侧着脑袋看着我， 哼哼着
用头蹭我的手。

“你要干什么？ ”我叉着腰问
它。

它汪地叫一声，晃一晃脑袋，
看向对面那只帅气的黑犬， 还温
顺地摇着尾巴。

“你要找黑子玩？ ”我摸摸它
的头， 学起老师的样子讲道：“我
知道你是喜欢黑子的， 但是要大

家一起玩，你不能打……”
没等我说完，艾迪已经笑呵呵

地跑出去了。 我一边埋怨，一边跟
在它后面。

艾迪很贪吃，吃食物时从不抬
头看我，狗粮、馒头、面条、零食样
样喜欢。 当然，它最喜欢吃肉骨头，
吃完了还追着我“汪汪”叫。 我忍不
住嘲笑它：“艾迪，馋狗，你还要吃？
你应该减肥了。 ”每次艾迪都不依
不饶，围着我摇尾巴舔手掌 ，又是
撒娇又是讨好，经不住它的软磨硬
泡，只好依了它。 嘿，我真搞不懂它
的饭量啊！

我喜欢带它去村子里走一走，
不过，每次走到邻居家时 ，艾迪总
是喜欢去吃邻居家的剩饭，它好馋
呀！ 当然，它也会叼着肉骨头去和
黑子一起分享。

虽然， 艾迪贪吃贪玩又爱斗，
但我依然喜欢它。

（辅导老师 丁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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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的家乡
长葛市第二小学 三（5）班 许多

艾迪
长葛市新区实验学校 三（4）班 王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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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特产
长葛南席小磨油

对于年龄较长的许昌人来说 ，
小磨油曾经是物质匮乏年代， 舌尖
上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饭菜汤食， 只要滴上一滴小磨
油， 那飘散在食物上带着光泽的星
星点点，如同拥有神奇的魔法，立即
让食物变得诱人起来。

南席小磨油之所以受大家的喜
爱， 是因为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优势和传承百年的加工技艺。 据《长
葛县志》和《洧川县志》记载，南席小
磨油的制作源于明代初期洪武年
间，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 到明末崇
祯年间， 民间才有少数农民建立油
坊，开始加工小磨油，并在集市上出
售小磨油。 那时，加工生产小磨油采
用了干炒芝麻和磨、澄、点、撇 、枴 、
舀等数道制作工序。

清朝中期， 随着南席水陆码头
的发展壮大， 南席镇成为方圆数百
里居民的粮油、盐、竹制品集散地和
交易中心， 小磨油作坊数量和产量
逐渐扩大，畅销于安徽阜阳、江苏等
地。 到民国初年，南席小磨油远销安
徽、湖北、山东、江苏、河北等地。 新
中国成立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小磨油作坊逐渐增多。

目前， 南席小磨油加工作坊在
西街、胡街，主要有西街张民 、胡街
宋五等。 其中，张民于 2003 年注册
了商标“南席张民”，开始进军郑州、
上海、南京等城市。

2020 年 9 月初， 张家小磨油的
第五代传人张哲开始在淘宝上开设
网店，在抖音上开设抖音号，宣传南
席小磨油制作工艺。

张家小磨油第五代传承人张哲
介绍， 机器已经很大程度上取代了
手工。 过去传统的制油工序只有 6
个，而现在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
合现代工业设备， 制油工序已增至
12 个：晾晒芝麻、筛选芝麻、炒芝麻、
晾凉芝麻、磨芝麻 、沉淀芝麻油酱 、
搅拌芝麻油酱、震动芝麻油酱、点滤
芝麻油酱、撇油、澄清过滤、灌装。

（晨小）

二十年后， 我的家乡会是什
么样子呢？ 我展望着，遐想着，勾
画着，期盼着……

二十年后， 我乘飞机回到了
家乡。 一下飞机，眼前的家乡，让
我惊呆了，宽阔而又平整的马路，
展现在我的面前， 一座座高楼大
厦，直入云端，参天大树耸立在柏
油马路的两边。 放眼望去，到处是
花红柳绿、鸟语花香的美景，我贪
婪地呼吸着家乡的气息， 这儿的
空气是那么清新。 原来为了保护
环境， 科学家们特别设计了一种
没有噪音，不排尾气，利用太阳能
发电的新型无污染汽车， 这真是
奇妙极了。

我开着太阳能汽车来到了白
云湖，只见湖水波平如镜，清澈见
底， 湖对岸不时有悠扬的音乐声

传来。 原来，那是长葛市的特色名
街，一条融汇中西特色的编钟音乐
街，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纷纷慕
名而来，在这儿感受编钟古乐之乡
的悠闲生活呢！

紧接着，“灵灵 1 号”机器人引
导我参观我的母校。 漫步在昔日的
校园，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而又陌
生。 足球场上，孩子们生龙活虎地
踢着足球；图书馆里 ，大家在忙着
“点餐”，只见一位小朋友在屏幕上
输入了《经典童话写作指导》后，立
刻就有小书童将他需要的 “套餐”
递了过来，真是太方便了。

二十年后的家乡，真是让我大
开眼界， 抬头望望故乡的明月，我
感觉此时的她是那么美丽，那么明
亮！

（辅导老师 杨云华）

母爱助我成长
长葛市石固镇沈庄小学 六年级 王艺涵

母爱 ，像一汪清泉 ，在夏日里使我
们心旷神怡；母爱，像一股和煦的春风，
使我们的身心得到温暖 ；母爱 ，像一把
雨伞 ，为我们遮风挡雨 ；母爱 ，像一本
书，教会我们人生的哲理……

还记得那次数学测试后，我看到卷
子上鲜红的分数时 ，心中顿时被 “不可
置信”的心绪弥漫着。 那鲜红的分数深
深地刺痛了我的双眼，我甚至还幻想着
可能是老师批改错了。 可同桌的话却将
我从幻想拉回了现实：“嘿嘿，这次考了
92 分，还不错！咦？怎么是 62 分……”顿
时，我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窖里。 我呆呆
地坐在座位上，茫然地看着同学们进出
教室。

直到上课铃响了，我才不得不接受
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我在自己一直
都引以为傲的数学领域里栽了跟头。

回家的路上 ，天空乌云密布 ，瑟瑟
的凉风吹动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
就好像一切的一切都在为我的考试失
利而悲哀。 而此刻的我，也像这无助的
落叶一样失魂落魄。

回到家中，得知分数的妈妈也没有
了往常的笑容， 而是冷淡地看着我，就
像是暴风雨前可怕的宁静 。 我害怕极
了，心里七上八下的 ，脑海中已经想象
出了自己挨骂挨打的画面。 这时，只见
妈妈站了起来， 我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可是想象中的责罚并未到来，妈妈只是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便默默地到厨房做
晚饭去了。

晚上 ，我坐在书桌前写作业 ，被一
道题难住了，我苦思冥想了半个多小时
也没什么头绪。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进
来了，她看到我左右为难的样子 ，就坐
在旁边开始帮我分析题意 。 不大一会
儿，在妈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明白了解题
方法。 接着，妈妈又开始给我讲解数学
卷子，直到我全部弄懂为止。 一连几周，
每天晚上妈妈都是这样给我讲题，我的
成绩也一次比一次提高。 终于最近的一
次测试，我数学考了满分。

从拿到卷子起，我脸上的笑容就没
有停过。 到家后，我连忙与妈妈分享了
这个喜讯，并将那满是红对号的卷子拿
给妈妈看。 妈妈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是，就在妈妈看卷子的时候 ，我却无
意间看到了妈妈头上多出来的白发和
眼里满满的红血丝。 我愣住了，一种说
不出的感觉涌上心头，使我鼻子一酸想
要落泪，但我忍住了。 我静静地看着妈
妈那高高扬起的嘴角，说：“妈妈 ，您放
心，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绝不辜负您的
期望！ ”

经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母爱到底是
什么，也明白了母爱在我成长中不可替
代的作用，是母爱助力我的成长！

（辅导老师 孙晓洋）

传承人正在磨芝麻。 资料图片

我的乐园
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小学 四（1）班 陶嵘洁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乐园 ，有的在城市 ，有的在乡野 ，
有的在校园， 而我的乐园就在村
口的小公园。

春天，小公园里一排排树，一
朵朵花， 还有那绿油油的小草都
被春姑娘唤醒了。 小树抽出嫩绿
的新芽。 小花绽放出美丽的笑脸，
小草从泥土里探出头， 都来看看
这美妙的世界。 在这万物复苏的
季节里， 我最喜欢带着弟弟一起
来公园里捉蝴蝶， 观察蜜蜂怎么
采蜜，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美好。

夏天，天气炎热，知了在聒噪，
但公园里还是有许多人摇着蒲扇
纳凉。一到晚上，公园更热闹了。 小
孩儿在草坪上嬉戏，老人们话着家
常，而我最喜欢的是坐在草坪旁的
石头上 ， 欣赏天上眨着眼的小星
星，倾听昆虫们的演唱会 ，美妙极
了。

秋天到了，公园里的树叶开始
慢慢变黄、掉落。 公园里变成了金
黄的世界。 那时候我就喜欢坐在秋
千上，看着秋天的一切变化 ，嗅着
果实的清香。

冬天到了 ，大雪纷飞 ，我的乐
园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 我和小伙
伴们堆雪人，打雪仗，画图案，还有
的小伙伴索性躺在地上打起了滚
儿，有趣极了。

我喜欢我的乐园，它给我的生
活带来了乐趣。 我更喜欢它的一年
四季，为我的童年带来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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