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聪明，我说：
“因为我有良师益友，那就是书。 ”

小时候，我一点也不爱看书，甚至
有些讨厌。 每当妈妈对我说：“儿子，看
书吧！ ” 我的头立刻摇得像拨浪鼓似
的，嘴里大声嚷着：“不要！ ”妈妈见我
这样，叹了口气，不再管我。

直到有一次， 我发烧了， 浑身难
受， 平时爱不释手的玩具也失去了吸
引力。 我躺在床上，心情烦躁。 这时，妈
妈拿来了一本书， 坐在床边给我讲了
起来：“谁能一口吃下比自己大得多的

东西？ ”“啥？ 吃比自己大得多的东西？
还有这神奇的事情？ ”我一下子来了精
神。 原来妈妈拿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里面介绍了很多动物，如猴子 、大象 、
海獭、海豚等，深深地吸引着我。

病好后，我找来了拼音版的《十万
个为什么》，里面包含天文、科技、动物
等知识。 我如饥似渴地看起来，感受到
了日常生活之外的神奇与美好。 后来，
我的识字量越来越多， 读书的范围也
越来越广：如《历史其实很有趣儿》《福
尔摩斯探案集》《狼王梦》《草房子》等。

每次读书， 我的心都被书中的主
人公牵动着，随他们一起喜 ，一起悲 。
就拿我看《西游记》来说吧 ，每当孙悟
空战胜妖怪时，我会开心地大呼小叫；
而当唐僧被妖怪抓进洞时， 我会连连
叹息；当看到唐僧被妖怪蒙蔽，将孙悟
空撵回花果山时，我又替孙悟空着急。

看 《在中国历史名人传 》时 ，我感
动于苏武持节牧羊 19 年， 历尽艰辛，
依然坚持自己的节操； 我愤慨于岳飞
虽一生抗击金兵， 最后却惨死在昏君
手里；我敬佩诸葛亮的博学多思，神机
妙算……

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下，我的视野，
我的理想，我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
我明白了读书的意义， 就越发勤奋地
学习。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
时。 感谢书给我力量，给我方向。

（辅导老师 赵真真）

吾辈当自强
襄城县文昌小学 六（5）班 李雨瞳

翻开华夏五千年厚重而灿烂的
史册， 记载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
血”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再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家国情怀早已深
深镌刻在中华儿女跳动的心脏上，融
进我们滚烫的血液里。

回顾过往， 我们也曾困厄屈辱，
满目疮痍。 一场场腥风血雨，一个个
不平等的条约， 一次次残忍的杀戮，
令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伤痕累累。但
是 ， 民族的气节不允许我们退缩 ！
1839 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持续二十
三天的销烟活动，“销”掉了中国人的
颓废与浑浑噩噩。 1900 年，义和团廊
坊大捷， 迫使八国联军退回天津租
界。 1919 年，天安门广场上，一群青
年毫不畏惧，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
贼”。“九一八”后的十几年里，全民族
保家卫国， 英勇抗日……直到 1949
年，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如今， 我的祖国越来越强盛，越
来越繁荣。港澳回归，一雪百年耻辱；
一带一路， 促进共同繁荣；“天宫”二
号成功发射， 中国天眼顺利完成；修
建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大
坝，在“世界屋脊”创造了奇迹———青
藏铁路……你以更伟岸的身姿，巍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疫情期间，中国更是展现出了世
界强国的风范。“千灯共燃耀神州，华
夏齐心定乾坤”，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们的努力，祖国的
未来需要我们去创造。也许我们不能
守卫边疆，但可以努力拼搏，掌握本
领，实现人生的价值。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是英雄
的后代，我们是下一个民族传奇的缔
造者，我们应该将对祖国的一腔热血
化作前进的动力，义无反顾地奋力拼
搏。 国家昌盛路，吾辈当自强！

（辅导老师 王爱霞）

我的好朋友
襄城县实验小学 三（3）班 李明馨

我学会了包饺子
襄城县城关镇中心路中心小学 四（3）班 王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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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弓子锣舞

许昌非遗

丰富的校园生活
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心小学 四（4）班 李恪

屋檐下的小燕子
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心小学 三（6）班 李祁萌

弓子锣舞是河南省禹州市稀
有的民间舞蹈之一， 由禹州市文
殊镇坡街村铜器社首创， 起源于
清代乾隆年间， 距今已有近 300
年的历史。

弓子锣从外形上看很像飞
龙，又像凤凰。 表演时，演奏者把
弓子锣背在背上， 腰中束红绿彩
绸，弓子插在背后的绸子里，经肩
至前面，左手握弓子锣，右手握捶
击打马锣， 利用弓子的弹性上下
飞舞，既省劲儿又好看。 2001 年
12 月，弓子锣舞被河南省文化厅
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坡街村有座关帝庙， 为了祭
祀，每年庙会期间，铜器社都进行
表演。到了清顺治年间，当地民间
艺人觉得小型铜器缺乏振动人心
的力量， 便把小型铜器改成大型
铜器。 为了增强铜器表演时的节
奏感，克服凉场或混乱现象，又增
加了两面小马锣， 由演奏者提着
来回在乐队中游动敲打。 为追求
更好的演出效果， 人们又用竹片
弯成弓形， 把小马锣挂在弓子前
部，这就是最初的弓子锣。

禹州弓子锣舞是中原地区稀
有的民间舞蹈之一， 是禹州人民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立的
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群众基础广
泛，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本栏目材料由许昌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放学一到家， 我看见妈妈正忙活
着包饺子，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因为我
早就想学包饺子了。 于是我赶紧跑去
洗手，准备学包饺子！

妈妈先教我如何拌馅儿。 在拌馅
儿的时候， 我一不小心就把馅儿搅到
盆外去， 而且没一会儿胳膊就开始发
酸， 最后在妈妈的帮助下才勉强过了
第一关。

接下来进入第二关———包饺子。
妈妈告诉我， 包饺子的时候要先把饺
子皮放在手中间， 再把馅儿放在饺子
皮上，然后用手一按，一个白白胖胖的

“饺子宝宝”就包好了。 我按照妈妈说
的做，最后却包成了“大肚子将军”。我
又包了一个，还是不行。我连续包了好
几个，不是馅放多了就是放少了。我有
点儿沮丧，不想包了。这时，我心里想：
失败是成功之母，一定要坚持下去！于
是，我重拾信心，终于包了一个像样的
饺子，心里美美的。

包完饺子， 妈妈把饺子下进了锅
里，等到熟了之后，我赶紧夹了一个自
己包的饺子。吃着自己包的饺子，我心
里想：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了！

（辅导老师 白晓娜）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但让我最难
忘的是一节体育课。

临近考试，主课老师们总是占用
各种副科。 今天早上，有个同学大声
说：“今天最后一节是体育课。 ”这时，
又有一个同学说 ：“体育课肯定会被
占，你就别再想啦。 ”同学们听后，都
赞同地点了点头。

很快就到第四节课， 我们准备好
书，迟迟不见老师的身影。 这时，体育
老师走了进来。 同学们一见是体育老
师，都欢呼了起来。

体育老师带领我们做起了击鼓
传花的游戏。 鼓敲起来了，花也被飞
快地传递着 。 因为花放在谁的桌子
上，谁就要唱一首歌 ，所以同学们都

以最快的速度把花放在别人的桌子
上。 突然，鼓声停了，花在古钦的桌子
上。 于是古钦不情愿地走上了讲台，
他唱起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
快乐……”同学们听到这首歌 ，都开
心地笑起来。

又一轮游戏开始了。 只见花被扔
到我的桌子上 ， 我正要扔向其它同
学，鼓声停了，我也只好上台唱歌。 唱
完后我走下了讲台， 这时刚好放学。
这节课同学们都玩得不亦乐乎，开心
极了。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真希望永远
都不要长大，每天都能在校园里开开
心心、快快乐乐地学习和玩耍。

（辅导老师 赵樱果）

去年夏天，我们搬新家时，发现屋
檐下有一个燕子窝，邻居们都说我家
一定会万事大吉。

燕窝里住着三只小燕子，它们很
可爱。 它们有黑色的羽毛，白色的肚
皮，水汪汪的眼睛，还长着剪刀似的尾
巴，像穿着燕尾服。

我查了许多关于燕子的资料。 燕
子是秋去春来的候鸟。 飞再远的路，
燕子都不会迷失方向，总能找到去年
的旧泥巢。

燕子是捕虫能手，它们张着大嘴
巴飞行，这样就能不费力地捕捉到虫
子。 一个夏天，燕子能捕捉到很多虫
子。 燕子喜欢把巢安在屋檐下，它们
用嘴巴衔来泥土、草和树枝，砌成半个
碗大的小泥巢。 燕子一家就住在泥巢
里，并在泥巢里产卵、孵小燕子。

我总能在大门旁边发现羽毛，原

来燕子经常把自己的羽毛留在某个地
方，告诉别的燕子，这里是最安全的地
方，或是这里有水源。

去年十一月，天渐渐冷了，燕子飞
到南方过冬了。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它
们： 那么遥远的路， 它们真的能回来
吗？

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燕子真的
飞回来了。我太高兴了，不知道是去年
的燕子还是它们的儿女。

燕子和我有着说不清楚的感情。
每天，当我出门的时候，它们会从屋檐
上俯冲下来，从我的头上掠过，张开翅
膀为我“带路”。 要是我出门几天没回
家，燕子们再看见我时，比平时叫得更
欢，好像在说“我可想死你了！ ”

小燕子，我喜欢你们，我一定会爱
护你们，一定珍惜这段特殊的“友情”。

（辅导老师 苏笑鹤）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有一双明亮
的眼睛。 她扎着一个高马尾辫，皮筋
上有两颗“樱桃”。 同学们会对她说：
“给我一颗樱桃吃吧！ ”

她比较文静， 不像我这么调皮。
我来举个例子吧，她看书时，我在玩；
她在复习时，我在玩；她在写作业时，
我当然也在写作业！

她总是乐于助人。 有一次，我的
脚不小心扭伤了， 好多天都走不了
路。 那些天，每次下课都是她扶着我
上厕所、散步……

她的爱好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所
以，她学习很好，字也写得很好，课本
保护得更好，她的课本一学期都不会
折一个角。 什么？ 你们问我学习好不
好？那能不好吗？因为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啊！

同学们，你们能猜出她是谁吗？
（辅导老师 仝亚鹤）

我和书的故事
襄城县文昌小学 五（7）班 张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