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意义的一天
襄城县库庄初级中学
七（22）班 吕诗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我睁
开了朦胧的睡眼。

起床后，我穿上运动服去散步。 走
到马路边，我看到了一个老奶奶，她好
像是要过马路， 但她腿脚不方便，过马
路不容易，我就想扶她过马路。 我询问
了老奶奶后，把她扶到了马路对面。

我刚准备回去时红灯亮了，我只好
在原地等，但红灯时间太长，我选择了
另一条不需要等红绿灯的路，这条路更
远一点。

当我回到原来的路上时，我竟然看
到了刚刚站在我旁边等红灯的行人。原
来，即使我选择了更远的路，但我也没
比别人慢。

（辅导老师 晁亚琼）

老鹰捉小鸡
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心小学 四（4）班 耿乐

襄城县库庄初级中学
七（12）班 靳家宁
（辅导老师 朱菲菲）

星梦

春游
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心小学

三（1）班 陈蒙恩

即时互动：官方微博 @ 许昌晨报小记者 官方微信 xuchangxjz 新闻热线 4396865

２０21 年 5 月 27 日 星期四
编辑 任佳琼 校对 李嘉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电话 4396865 E-mail：xiangchengxjz@163.com

许许昌昌报报业业传传媒媒集集团团
襄襄 城城 县县 教教 体体 局局

联联合合
主主办办

襄襄城城专专版版

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董村木杆秤
制作技艺

许昌非遗

史料显示，长葛木杆秤的生
产至今已有近 400 年的历史。 公
元 1615 年，有个王师傅(其名不
详)在长葛市董村镇罗庄村、吴岗
村、小赵庄村收徒传艺 ，开创了
长葛手工制秤业。 由于官府严禁
民间私自制秤，当时长葛的制秤
业发展缓慢。 公元 1765 年前后，
长葛秤工约有 50 人，到 1865 年
已有百余人，并成立了民间组织
“星秤会”。 清末，民间制秤由私
制、暗售转为公开 ，制秤业得以
较快发展。 到了 1943 年，长葛已
有秤工近 700 人。 他们农忙时劳
作，农闲时制秤 ，走街串巷出售
木杆秤。

民国时期 ， 制秤业不断发
展。 部分秤工经营有方，技艺高
超，在流动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
铺面，开设秤店 ，由亦工亦农变
成了专业经营，长葛秤工开始遍
地生根。

20 世纪 80 年代， 董村木杆
秤的生产量年均百万杆，全镇从
事木杆秤及配件生产的技工有
4000 余人，制秤专业村占该镇自
然村的三分之二，专业户占全镇
总户数的 70%。 这个时候，董村
木杆秤生产达到了全盛时期。

2009 年 6 月，董村木杆秤制
作技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本栏目材料由许昌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美丽的古城公园
襄城县城关镇中心路中心小学

二（4）班 聂逸墨

我家的小猫
襄城县城关镇文化市场中心小学 四（2）班 史润喆

我的乐园
襄城县城关镇中心路中心小学 四（2）班 李雅琪

我和老舍先生一样喜欢猫。 我家
也养了一只小猫，由于它体格娇小，所
以我给它取名为“小小”。

“小小”有一身雪白的毛发，像黑
宝石一样明亮的眼睛， 还有一个小巧
玲珑的鼻子， 再加上一条黑白相间的
小尾巴，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神气极
了。

你们可别以为“小小”只是靠颜值
吃饭，它在遇到猎物时，也是威风凛凛
的。它和猎物战斗时稳、准、狠，百战百
胜！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刚睡着，就被
一阵“吱吱”的响声惊醒了。开灯后，我
看到地上一片狼藉，墙边有许多血迹，
好像刚发生过一场战争似的。 看着这
样的场面， 我顿时感到毛骨悚然。 这
时，“小小”快步跑到我跟前，摇着尾巴
“喵喵”地叫着，神气十足，墙角整齐地
摆放着两只小老鼠的尸体。 看来 “小
小”是刚经过一场大战，取得了胜利来
向我邀功呢！

“小小”很贪玩！有一次，它出去玩
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回家， 那时我担心
极了，每天放学回家都无精打采的，连
写作业都心不在焉。

第三天放学回家， 我正坐在书桌
旁发愣，忽然，“小小”不知道从哪儿冒
了出来。 “小小，你可回来了。 ”我一下
子激动地抱起它，亲了又亲。 “小小”摇
着它那脏兮兮的尾巴依偎在我的怀
中，不住地舔着我的手。我看着“小小”
可怜的样子，心想它肯定饿坏了。我急
忙拿出了它最爱吃的猫粮放在碗中。
看到食物，“小小” 一下子从我身上跳
了下去扑向猫粮，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小小”吃饱后，我又给它洗了个温水
澡，吹干后，“小小”的毛发又变得雪白
光亮，恢复了它原来美丽可爱的样子。

“小小”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它
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快乐。

我爱你，“小小”！
（辅导老师 徐书青）

我的乐园很特别， 它不是欢声笑
语的游乐场，也不是五颜六色的花园，
而是我们学校的操场。

春天，操场上的花儿开了，争奇斗
艳，时不时散发出阵阵芳香，让人不禁
心旷神怡，神清气爽。我们来到操场的
跑道上， 和煦的春光照在身上， 真暖
和。

夏天 ，知了在树上唱着歌 ，我们
到小卖部里买雪糕， 然后奔向操场，
在树荫下吃着雪糕。 偶尔吹来一阵清
风 ，小草抖了抖身子 ，花儿摆了摆舞
姿 ，树上的知了和鸟儿看见了 ，也放
声唱起歌来，仿佛正在举行一场盛大
的舞会。

秋天，树叶黄了，落叶纷纷掉落在
地上，形成了一条天然的“黄地毯”，一
脚踩在上面，舒服极了。 上体育课时，
我们在“黄地毯 ”上跑啊，跳啊，玩啊。
看见漂亮的树叶， 我们还会把它拾起
来，做成标本。 等到明年秋天，翻开一
看，十分快乐！

冬天，操场也不寂寞，时不时传来
一声鸟叫， 会把大家逗乐， 充满了乐
趣。

这就是我的乐园， 美丽的操场 。
它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 让我的童年
趣味横生，留给我一个美好的回忆。我
爱你啊！ 美丽的操场！

（辅导老师 杨苏琴）

看！春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向我们
走来，来到了襄城县的古城公园 。

古城公园里，小草冒出了头 ，小花
露出了笑脸， 柳树抽出了嫩芽 ， 蝴蝶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河边 ，有的小朋友在放风筝，有的
在玩老鹰捉小鸡 ……几只小燕子从南
方飞来，斜飞于清澈见底的河水上 ，翼
尖或剪尾偶尔沾一下水面 ， 荡起一圈
圈涟漪 。 岸边的柳树被微风吹拂着 ，
随风轻摆的枝叶似乎是春姑娘的秀
发。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油菜花 ，一大
片竞相开放 。 我们可以站在岸边的小
亭子里观赏油菜花，欣赏秀丽的风景 。

这就是美丽的古城公园 ， 你们喜
欢吗？ 记得来玩哦 ！

（辅导老师 李晓娜）

当一只小兔子好不好？
我的小伙伴都说， 当一只小兔子

一点儿都不好。 因为蹦蹦跳跳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路， 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一
个很深的大坑里。其实，那只是小孩子
玩耍时挖的一个大洞。

不过我觉得当一只小兔子很不
错。早上醒来，我蹦蹦跳跳地去小溪边
洗脸。如果正好有小鸟在歌唱，那我就
能免费听一场美妙的音乐会了。 躺在
柔软的草地上， 看天上的白云变来变
去，真有意思。

我有许多小伙伴， 每一个都很有
意思。 小猫很胆小，见到我总是躲得远
远的，我和它打招呼，它不理我。 它的
毛有黑有白，而我的只有白色。 大白鹅
爱攻击别人，要是碰见它了，我就急忙
跳到草丛里，挖个地洞逃跑了。 母鸡爱
炫耀，每次下了蛋，都要咯咯哒哒地叫
上一阵子，但我还是向它表示祝贺。

当我开心的时候， 我会在草丛中
跳来跳去。 在夜晚，如果你看见了一个
白球在草丛里跳跃，那一定就是我。

（辅导老师 张静宇）

我家旁边就是古城公园。
星期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妈妈

带我来古城公园放风筝，看着天空中的
风筝，我立刻想到了“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这句诗。

公园里， 成排的柳树绿油油的，柳
枝随风飘动，让我想起了唐代诗人贺知
章的诗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

欢迎大家到古城公园来游玩！
（辅导老师 万省）

我是一只小兔子
襄城县山头店镇寺门明德中心小学 二（1）班 乔燕鹤

周末， 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公园里
玩， 我说：“我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吧？ ”大家齐声说：“好！ ”

游戏开始了,我是“鸡妈妈”。 “老
鹰”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往左。 “小鸡”
紧紧地跟在我后面，我的手伸得很长，
不让“老鹰”捉住“小鸡”。 “老鹰”眼睛
一转，好像想到了什么鬼点子。当我往
左边跑的时候，他赶紧往右边跑，原来
是“声东击西”。幸亏我跑得快，“老鹰”
没抓到“小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眼看我

们就要赢了， 可世间的事往往出乎预
料。 我紧紧地盯着“老鹰”，“老鹰”说：
“你还想吃我啊？”听了这句话，“小鸡”
们有的站着笑， 有的在地上打滚，“老
鹰” 居然趁着这个机会， 抓走了一只
“小鸡”。

没办法，被抓的“小鸡”只能表演
节目。 只看他手一背，腿一跃，学起了
青蛙跳， 滑稽极了， 惹得大家哄堂大
笑。太阳渐渐落山了，我们恋恋不舍地
回家了。

（辅导老师 赵樱果）

襄城县库庄初级中学
八（6）班 霍萌文

（辅导老师 王爱霞）

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