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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和妈妈一起观看了 《英

雄回家》这部纪录片。 一位位英雄保家
卫国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从他们的事
迹中，我领悟出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品
质和精神。

1950 年 10 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远
赴朝鲜作战。 两年零九个月后，我们迎
来了胜利， 却没有等回那 197653 名战
士———他们长眠在了那片让他们挥洒
热血的土地上。今年 9 月 2 日，又有 109
位志愿军烈士“回家”，这已经是祖国第
八批“回家”的英雄了。

为了解当年的那段历史，我又看了
很多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录片， 这才知
道， 我们学过的 《一个苹果》《黄继光》
《邱少云》等课文中的故事，都发生在这
场战争中。 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一位
老爷爷说：“我们 147 个战友，只回来了
3 个。 ”说完，他已是泪流满面；另一位老
爷爷说 ： “我们一个晚上换了 8 个连
长。 ”说完，眼眶里也蓄满了泪水；还有
一位 106 岁的老爷爷回忆当年的情景，
竟泣不成声！ 通过他们的讲述，我看到
了战争的惨烈 ，看到了 “活着干 ，死了
算”的战斗精神，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
活的来之不易。

那一年， 这些烈士们还正年轻，却
为了守护祖国奔赴前线，用血肉之躯筑
起了祖国的钢铁长城，用坚毅与顽强凝
聚起强大的力量，用笔直的脊梁撑起了
共和国，也撑起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
宁！ 他们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人！

现在的祖国已经强大 ， 我们的军
事、科技、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
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作为新时代的
少年 ，我们要 “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
走”，好好学习、努力奋斗，建设更加强
大的祖国！

（辅导老师 张晓宇）

英雄回家
强国有我

建安区实验小学 六（4）班 朱家浩

春天最美是枝头。春风徐徐吹来，
枝头的鸟儿，感受着春风的温暖。 桃树
上开满了桃花，桃花穿着粉红色的连衣
裙，像一位下凡的仙女；梨花也不甘示
弱，穿上雪白的礼服，开满枝头。 百花争
奇斗艳，竞相开放，使人仿佛浸入花的
海洋。

夏天最美是湖面。 火辣辣的太阳拥
抱着大地，湖面倒映出天空的模样。 荷
花在湖里 “亭亭玉立”， 像个高贵的小
姐。 青蛙跳到荷叶上，欢快地唱起了歌，
这画面着实迷人。

秋天最美是田野。 走进田野，就能
让人沉醉在丰收的喜悦中，那一片片高
梁，像一个个醉酒大汉，喝得满脸通红，
远远望去，如同一片火红的朝霞；那一
棵棵稻穗， 像一个个腼腆的小姑娘，害
羞地低下了头，从远处看去，像铺满了
地的黄金，金灿灿的一片。

冬天最美是雪地。 白雪皑皑，天地
显得异常的纯净。 雪地上，一棵棵松树
不畏严寒，傲然挺立，就像是守卫边疆
的军人，威严而坚毅。 小朋友们忙着溜
冰、堆雪人、打雪仗，他们开心地笑着、
闹着，小脸冻得通红，就像红红的苹果。

四季是那么的美，无论春、夏、秋、
冬，都让我沉浸其中，乐不思归！

（辅导老师 张任宇）

四季之美
建安区实验中学 五（5）班 王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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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我随父母回了老家。刚下过大
雪，村里的路不大好走，我们便徒步往村
口走去。

老家很安静，没有行色匆匆的人，小
桥上满是积雪。我站在桥上眺望，高高低
低的房屋戴着洁白的“帽子”，几缕飘出
的炊烟证明村庄是“活着”的。

我从小在城里长大， 对老家的记忆
仅仅停留在几年前———父母坚持回老家
把旧瓦房盖成新楼房。新房建成后，忙于
工作的父母也没回老家住过几次， 更别
提我了。 “再忙咱也得回去看看，毕竟这
是我的根啊……” 爸爸若有所思地感叹
着，妈妈也附和着。

正欲往前走， 抬眼发现一棵树突兀
地站在桥头，树枝上落着雪，仔细一看还
开着花。我眼里闪着光，像发现新大陆一
般赶忙喊妈妈过来看。妈妈说这是梅花，
她嫁给爸爸那年花开得比这还热烈。 说
这话时， 妈妈嘴角还带着一抹淡淡的微
笑。

梅花是淡粉色的， 上面落着点点白
雪，让花更饱满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圆
润可爱， 仿佛下一刻就要向全世界绽放

自己的美貌。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
梅一段香”，梅与雪顽强地抗争，苦痛后
是更热烈的绽放。

我们往村里走去， 一路上爸爸时不
时和村里的人打着招呼。 家家户户门前
都是贴着崭新的大红春联， 不少人在街
边唠着家常。 爸爸妈妈开心地回应着：
“是啊， 这是我们家老二， 今年上初三。
来，和你婶打招呼！ ”我还未说出口，一位
中年阿姨就把瓜子和糖不容拒绝地塞到
我的口袋里，嘴里还夸着：“多好的孩子，
真是文静、漂亮！ ”我看着爸爸妈妈，发现
他们笑得更开心了，在老家，他们也放松
了许多。 我被他们感染了，回到家里，我
拿出画笔，画出了村口那棵梅花树。整幅
画以黑白为主， 但我加重了梅花的粉和
对联的红，并命名为《喜上“梅”梢》。在这
幅画里，梅花代表着老家，低调又热烈，
能让我找到最质朴、最真挚的浓浓乡情。

后来，我的这幅作品在学校“近乡情
怯·绘家乡之美”的主题绘画展上获得了
一等奖。也许，这是村口的梅花树给我留
下的最美好的慰藉。

（辅导老师 刘苑）

许昌名人
“画圣”吴道子

村口的梅花树
许昌新区实验学校 九（10）班 艾欣欣

我的爸爸有一个“小仓库”，里面放
满了各种各样的收藏品。

有一次， 我见爸爸拿了一个小箱子
回来， 便问他：“爸爸， 里面装的是什么
呀？ ”爸爸说：“过来，给你看一下。 ”打开
箱子，里面是各种小铜制品，有小马、小
猪，还小鸡，一共有 12 个，“原来是十二
生肖啊！ ” 我就问爸爸：“你买这个做什
么？ ”爸爸说：“收藏呀，等你以后长大了，
就把它们送给你。 ”

随后，爸爸把他柜子里的“小仓库”
打开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收藏品。我拿
了一个像相册一样的东西，打开一看，原
来是邮票。 每一张小小的邮票上面都有
漂亮的图案，有的是人物，有的是风景，
有的是动物，栩栩如生，漂亮极了！

我又看到了一盒像硬币一样的东

西，像钱又不是我们平时见到的钱。我就
问爸爸，这些像硬币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爸爸说，那些都是纪念币。

在爸爸的带领下， 我把他收藏的东
西看了一遍， 真是五花八门， 漂亮的字
画、发亮的手串、形态不一的雕像……

我问爸爸，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收藏，
爸爸告诉我，收藏可以了解历史知识。他
指着那些藏品对我说：“你看，这些古币，
都是古代各个朝代的；这些手串，都是由
不同的木质材料制成的， 还有不同的香
味儿；这些邮票，来自世界各地，你可以
从上面看到各国的风土人情……”

原来，收藏这么有趣呀，怪不得爸爸
这么喜欢收藏。 以后， 我要做一名收藏
家，把更多美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

（辅导老师 吴影影））

爱收藏的爸爸
建安区魏风路实验小学 四（4）班 任家萱

吴道子 （约公元 680 年—759
年），又名道玄，阳翟人，即今天的禹
州人，唐代著名画家，擅佛道、神鬼、
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
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画
史尊称其为“画圣”。

据记载， 吴道子小时候家里特
别贫穷， 他不得不年纪轻轻就外出
谋生。后来，他经过定州县城外面一
个名叫柏林寺的寺庙。 他进去讨水
喝时， 与里面的一个老和尚十分投
缘，就留下来，拜他为师。当时，这个
老和尚要画一幅江河奔腾图在墙
上，但迟迟难以画好，十分忧心。 于
是，老和尚带着吴道子走出寺庙，去
观察别人是怎么画江河图。 他们在
外面学习了三年， 吴道子跟着老和
尚认真地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

三年后，他们回到了寺庙，而不
幸的是，此时，老和尚竟然病倒了。
无奈下，吴道子向师父建议，由他代
为完成江湖奔腾图。 老和尚已病得
起不了床，只能答应吴道子，并借此
检验一下他的能力。 在得到师父的
允许后， 吴道子便在殿堂里安心作
画。他画了整整九个月，一直到了秋
天， 才把这个江河奔腾图完美地呈
现在墙壁上。看着自己的作品，吴道
子特别高兴。 老和尚听到这个消息
以后， 也十分开心， 病竟然也全好
了。老和尚走到殿堂门口，看着墙上
的画，感慨地对吴道子说：“孩子，你
已经成功了。 ”

（晨小）

福虎生威

建安区实验小学 六（5）班 郭佳佳

（辅导老师 宋芳芳）

之拜师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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