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爷爷回家了，春姑娘又迈着轻快的脚
步向我们走来。

春天，我们的校园变得很美丽，我最喜
欢校园里的樱花树。

小小的樱花树好像穿上了漂亮的衣服，
美丽极了！ 我仔细观察着这些小花，发现有
的还是花骨朵儿， 像一盏小灯挂在枝头；有
的正含苞待放， 像美丽的姑娘露出了笑脸；
还有的花儿都已经谢了，风一吹，把零零散
散的花朵撒向大地。

盛开的花，有白的、粉的、红的，五颜六
色，漂亮极了。 我情不自禁地低下头闻了闻，
花朵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我爱美丽的校园 ，
更爱美丽校园里的樱花树。

（辅导老师 李培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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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小实验
长葛市八七小学 三（5）班 李杨果

许许昌昌报报业业传传媒媒集集团团
长长 葛葛 市市 教教 体体 局局

联联合合
主主办办

长长葛葛专专版版

许昌特产

今天语文课上， 老师带着我
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小实验，叫“尺
子能吃纸”。

你们信尺子能吃纸吗？ 反正
我不信，我便开始做了起来。 第一
步，我先把撕碎的纸准备好；第二
步，我再把尺子拿出来，三角尺也
可以；第三步，只要拿着尺子的一
端，在头上摩擦几十下，就可以让

尺子吃纸了。
然而，我却失败了。 但我没有

灰心丧气，第二次我又把尺子在头
上摩擦，这一次我终于成功了。

真是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
此事要躬行”。 如果你要问这是什
么原理，那我告诉你，这个叫做“摩
擦起电”哟！

（辅导老师 赵花军）

刘李凉粉

长葛市古桥镇刘李村刘李凉粉
制作技艺传承人本小在介绍， 刘李
凉粉始于明洪武年间， 兴于清光绪
年间，数百年来代代相传。

明洪武年间，有刘、李两姓人从
山西迁居至古桥镇刘李村， 刘李村
因此得名。 据记载，当时刘李村河水
泛滥，人民生活困苦。 为了生计，人
们用红薯粉芡加工成凉粉养家糊
口，后开始经营凉粉。 他们先在附近
走街串巷，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渐渐
走出家门。 相传，当年农民领袖李自
成率领义军攻打开封时路过刘李
村， 吃过刘李凉粉连竖大拇指。 此
后，刘李村家家户户做凉粉。

清光绪年间， 刘李村村民普遍
经营凉粉， 并把生意做到了周边乡
镇。 民国初年，经营凉粉成为当地家
庭的主要副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该
村 120 户 500 余口人中， 卖凉粉者
56 户，参与制作者 140 多人。 他们多
数为男的肩挑外出，女的在家制作。
他们逢集赶集、逢会赶会，没集没会
便游乡串镇， 足迹遍布开封尉氏洧
川、大马、朱曲，建安区五女店，长葛
南席、董村、石象等地。 刘李村成为
远近闻名的“凉粉村”。

当年， 该村村民本别虎从小跟
随父亲制售凉粉，生意兴隆，育有八
子。 他们家从清末开始制作凉粉，至
今已传到第五代。 1945 年出生的本
小在 16 岁开始学做凉粉，现已将这
一技艺传给其子本付平。

刘李凉粉选用的是古桥本地红
薯，其富含胶质，营养丰富。 第一步，
选取优质的红薯制作成粉芡。 3 公斤
的红薯粉芡能做出 10 公斤左右的
凉粉。 把称好的粉芡放入大盆，倒入
水和成汁。 第二步，将锅里的水烧至
约 40 摄氏度 ， 开始向锅里倒粉芡
汁，一边倒一边搅拌。 第三步，当粉
芡汁全部入锅， 小火慢炖至少 3 个
小时，适时搅拌，严防糊锅。 第四步，
看颜色判断出锅时间。 颜色泛青就
说明熟了，应及时出锅。 凉粉盛在盆
中自然晾透， 然后倒在有湿布的案
板上即可。 （晨小）

本小在正在制作凉粉。 资料图片

春
长葛市八七小学 二（3）班 李汶果

转眼又到了百花争艳的季
节，春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带着
她神奇的魔法棒，呼啦一下，沉寂
在冬日狂风怀抱中的小花小草
们， 立刻披上鲜艳的衣服苏醒过
来。 也就是在这美好的季节，校园
里的樱花树也带着一群娇嫩的小
花来和大家打招呼了。

往校园里望去， 周围粉嫩嫩
的一片，空气里都是花儿的芳香。
校园被樱花树衬托得格外美丽 。
我小跑到樱花树前， 抬头望着春

姑娘的杰作。 樱花有的开满枝头，
好似繁星满天； 有的娇羞可人，含
苞欲放。

一阵微风吹来，如冰如玉的白
花瓣像小姑娘的眼泪一样从空中
飘下来，粉红的花瓣掉落犹如一群
蝴蝶翩翩起舞，它们为小路铺上了
粉白相间的地毯，让同学和老师们
恋恋不舍。

我爱美丽的春天，更爱春天校
园里美丽的樱花。

（辅导老师 宋艳杰）

长葛市八七小学专版

樱花树
长葛市八七小学 二（5）班 贾若轩

可爱的小仓鼠
长葛市八七小学 四（2）班 韦美孜

上个星期日， 爸爸给我买了
一只可爱的小仓鼠。 这只小仓鼠
也太小了吧，还没有我的拳头大！

它的样子十分可爱， 浑身胖
乎乎的，脑袋小小的，还没有半个
乒乓球大； 两只小小的耳朵长在
脑后 ，样子十分滑稽 ，惹人发笑 ；
一身灰色的毛光滑柔软， 摸起来
像丝绸一样光滑； 兔子一样的三
瓣嘴尖尖的， 紧紧闭着看不见它
的牙齿；还有那两只大眼睛，像两
颗晶亮的小黑豆； 三角形的鼻子
旁边各长三根胡须， 随着嘴巴的
闭合而抖动， 看它吃东西时的样

子，真是乐趣无穷。
白天 ，小仓鼠呼呼大睡 ，晚上

它就来精神了。 它会去蹬笼子里的
滑轮 ，蹬得飞快 ，只听到呼呼的响
声，却看不到轮子。

最有趣的是它还会嗑瓜子呢。
它把一粒瓜子抱在胸前然后放到
嘴里，一会儿一瓣瓜子皮就吐出来
了，速度很快，样子可爱极了。

这只小仓鼠的到来，给我带来
了不少的乐趣。 它虽然和耗子差不
多，可我喜欢它。

（辅导老师 孙艳丽）

爬泰山
长葛市八七小学 四（5）班 胡鹏宇

童年趣事
长葛市八七小学 五（2）班 石曜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童
年像七彩的阳光， 而童年的生活
就像天空中朵朵白云， 在阳光下
显得格外耀眼。 我的童年是在乡
下度过的，在乡下的日子里，每天
都经历着许多新鲜事， 让我现在
还记忆犹新。

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
候，一天中午 ，我刚放学回到家 ，
就看见奶奶正气喘吁吁地追一只
母鸡。 我拦住奶奶问道：“奶奶，你
为什么要追它呀？ ”奶奶说：“这只
鸡每天上午都‘咯咯咯’地叫着想
下蛋， 可这些天鸡窝里连一个蛋
也没有，肯定是下到别的地方了，
今天我非要抓住它 ， 把它拴起
来。 ”我说：“奶奶，咱也别追了，不
如让我悄悄地跟着它， 看它会把
蛋下到什么地方， 到时候来个一

网打尽。 ”奶奶听了，笑着点了点头
说：“好主意，咱们就跟着它！ ”

我和奶奶一路跟踪，只见母鸡
出了门， 来到大伯房后的草垛前，
它左右张望了一下， 见没有人，就
钻进草垛里。 过了十多分钟，它才
慢悠悠地钻出来，不慌不忙地回家
了。

等母鸡一走，我就迫不及待地
扒开草垛，“哇”，里面有一堆鸡蛋。
奶奶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拾起来，数
了数，一共十二个。 看到失而复得
的鸡蛋 ，奶奶开心地笑了 ，我的心
里也像吃了蜜一样甜。

童年的趣事还有很多很多，它
们像七彩的阳光， 一路伴我成长，
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和美好的记
忆！

（辅导老师 刘小丽）

我和爸爸妈妈去登泰山。 在火车上，我
兴奋地蹦哒个不停， 妈妈说我是小猴子，屁
股总坐不住。

在前往泰山的路上，我以为泰山只不过
有一座大楼那么高，我便向妈妈保证一定会
在三小时内爬上去，不然所有的东西都由我
来背。 结果下了车，我才知道泰山比高楼高
出了很多倍。 我顿时惊呆了，心里直叫苦。

我们开始登山了，为了兑现我在火车上
吹的牛皮，我一个冲刺跑过去，上了好几个
台阶。 可是泰山太高了，慢慢地，我开始体力
不支，走得越来越慢，最后只能手脚并用向
上爬了，这可真是“爬泰山”呀！ 最后我们用
了五个小时才爬上去。

来到泰山顶上， 我发现有一座小木桥，
这也是最刺激的地方，那不是真的桥，是架
在两个山峰之间的交通线。 我往下一看，妈
呀，下面真是云海茫茫呀，我要是掉下去就
要走黄泉路了呀。 顿时，我像被狗撵了一样
一下子冲了过去，一到对面，我都快被吓哭
了。 再往前走，就是一段玻璃栈桥，我立刻跑
开了，刚才的小木桥都已经够吓人的，我可
不想去了。

站在山顶放眼望去，我看到了城市里看
不到的风景———山顶落日。 太阳像一位画家
把天空染成了金黄色，真是美不胜收。

通过这次泰山之旅，让我明白了，做什
么事都不能眼高手低，只有踏踏实实，一步
一个脚印，才能攀登高峰。

（辅导老师 苗彩霞）

美丽的校园
长葛市八七小学 二（5）班 陈锦诺

我们的学校长葛市八七小学位于长葛
市八一路上。 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经
过多年的建造和提升，变得干净美丽，十分
大气。

当你走进美丽的校园，一眼就可以看到
两边整齐的樱花树。 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樱
花，那粉红的颜色不浓不淡，还略带几分娇
气，在嫩绿的树叶衬托下，那颜色格外妩媚
鲜艳。 如此美丽的花，让人忍不住惊叹！

每年的春天，樱花会把我们的校园装扮
得十分美丽。 同学们在樱花树下玩耍，一个
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辅导老师 李培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