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的时候， 每次上学都会路过
许昌高中门中。 看见门口不断更新的
高考光荣榜， 听着里面传来朗朗的读
书声， 便会情不自禁开始幻想着我的
未来。 看着光荣榜上的同学， 我总在
想，有一天也能金榜题名就好了。 可到
了初中，我却好像丢失了这份梦想。

记得刚开学时，第一堂历史课上，
历史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尽管
已经在心里打了无数遍腹稿， 站起来
时我还是露了怯， 最后只是简单地介
绍了一下自己的名字。 老师看起来也
有一些失望，千篇一律的介绍语，全班
五十名同学，只有一位同学与众不同。
看着历史老师的脸庞， 我真的很想大
喊一句“老师你好，我叫张楚豫，楚是
楚国的楚，豫是中原的豫，我很喜欢历
史课！ ”然而，我的脚却像钉在了地上，
始终没有再站起来的勇气。

记着央视主持人尼格买提说过，
你要自己发光， 而不是总在折射别人
的光芒。 可是我却连自己的真实想法
都不敢说出口。 我总是在意别人的目
光，又怎么会进步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
活成自己的样子，活得更真实一些？ 无
论如何，总是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
欢你，但至少你会更喜欢真实的自己。

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不怕出
丑，不怕失败。 因为无畏，少年追逐每
一个梦想，热爱世界且奋斗不息。

少年！ 希望你重拾蒙尘的梦想，沿
着自己的选择走下去。 或许荆棘遍布，
或许风雨交加，但少年有梦，便能雨过
天晴。

（辅导老师 张椰子）

市新东街学校（中学部） 七（６）班 倪广卿
（辅导老师 王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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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科技 创新中国》

人物篇之庄逢甘
“钱老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

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
天事业。 ”庄逢甘生前曾这样评价自
己一生追随、 最为敬佩的前辈钱学
森先生。 而这，同样是他本人一生的
写照。

１９４２ 年，庄逢甘进入上海交通
大学航空工程系。 ５年后，他远赴美
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 在著名流体
力学专家李普曼教授的指导下攻读
航空工程和数学专业， 并得到钱学
森教授的指导。 当时，钱学森正好在
该校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
任， 于是庄逢甘不仅得到了钱学森
的业务指导， 还有机会与他交流发
展中国航空事业的理想。

由于在湍流统计理论方面的杰
出才华，庄逢甘在获得博士学位前，
已收到加州理工学院让他留校当研
究员的聘书。 不久又受聘担任加州
理工学院研究学者。

他敏于行而慎于言， 只为铺就
中华民族的通天之路而不懈努力，
不论这条路是多么艰辛、充满坎坷。
在不善言辞的外表下， 是一颗对祖
国深沉挚爱的心。 １９５０ 年， 庄逢甘
成为首批回国的留美学者。 ２０世纪
五六十年代开始， 他主持创建了我
国空气动力学试验研究基地及一系
列重要风洞试验设备， 为我国航天
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庄逢甘又全
力投入到中国空间计划发展蓝图的
制定中去， 亲自主持载人航天空气
动力学关键问题研究， 准确提出载
人航天涉及的空气动力十大关键课
题， 积极促进和参与载人航天工程
等重大工程的立项和论证。

庄逢甘长期兼任北京航空学院
教授， 先后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
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火箭
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空气动力
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 航天工业
部总工程师等职。 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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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美好的， 我要把温柔写进青
春里。

去山中走走吧， 温柔地对待每一
件事物。 一座山， 一片水草美丽的湖
泊，倒映着澄澈的天空。 湖泊温柔地呵
护着水草，邀请我过去坐坐。 湖泊不顾
干涸， 将生命以温柔的方式传递了下
去，让周围的植物得以延续生命，书写
出碧绿的颜色，绽放出最美的涟漪。 我
取些湖水，放入行囊中，它教会了我以
温柔对待他人。

去乡下走走吧， 温柔地对待每一
件事物。 一位老人向我招手，示意我过
去， 他请求我帮他一个忙， 自己年老
了，孩子去了大城市生活，自己在乡下
无人相伴，我很像他的孩子，没有别的
意思，只想和我聊聊家常。 我答应了，
老人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温柔地
关心着我。 我把这段对话， 放入行囊
中，它教会了我以温柔对待他人。

去郊区走走吧， 温柔地对待每一
件事物。 鸟儿在枝头高歌，树叶伴着歌
声起舞，阳光明媚，空气清新。 我坐在
了草坪上，感受着温暖的阳光。 小草被
压弯了腰，但它没有怨言，只是温柔地
对待我，用力挺起胸膛。 树木站在那，
一动不动，为我遮挡阳光。 为需要它的
人给予自己的温柔。 我拾起树枝，放入
行囊中， 它教会了我以温柔对待需要
我的人。

去博物馆走走吧， 温柔地对待每
一件事物。 画像上的名人身残志坚，以
残缺的身体，温柔地对待自己的灵魂，
不放弃，不松懈，以温柔书写自己的生
命价值，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把这
段历史，放入行囊中，它教会了我以温
柔对待自己。

青春里，我以温柔待万物，万物也
待我以温柔。

（辅导老师 王军彩）

把温柔写进青春里
市第一中学 七（１５）班 赵泰霖

这样的人让我尊敬
市第二中学 七（１０）班 李思冉

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我尊敬的人，
有舍己为人的医护人员， 有斗智斗勇
的人民警察，有默默无闻的环卫工人，
还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想
必大家都有所耳闻，他就是 “中国天
眼”的设计师，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１９７８ 年，南仁东被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录取，成为天体物理专业研究
生，１９８１ 年获得硕士学位， 到北京天
文台工作 ， 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多国天文学家共同提
出：要抓紧建造新一代功能强大的大
射电望远镜。 １９９４ 年初春，南仁东拿
出了一篇《大射电望远镜国际合作计
划建议书》。 这是一份历史性文档，也
是南仁东全力以赴为国“出征 ”的宣
言书。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被称为“中国
天眼”的 ＦＡＳＴ 工程终于落成启用。这
一伟大的成就花费了 １２ 年选址 ，也

曾被否决过，但他终究不认输 ，终于
成功启用了。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通过“中国天
眼”， 我国已经发现了 ３００ 余颗脉冲
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５００ 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正式对全
球科学界开放。

“中国天眼” 是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
望远镜，更是南仁东智慧与创作的结
晶。

南仁东生前淡泊名利，他说：“在
浩瀚的宇宙中，人的一生无论做过什
么都微不足道。 ”当事业面临艰难险
阻，目标看上去遥不可及时 ，南仁东
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何为梦想，何为
坚守。

这就是南仁东 ，他就是 “中国天
眼”之父，他为祖国科技事业奉献了
一生。 他让我尊敬、让我敬佩！

（辅导老师 王华伟）

少年有梦
东城区实验学校（中学部）

八（７）班 张楚豫

遗憾从未缺席
许昌学院附属中学 七（８）班 方清正

遗憾或许是项羽的自刎乌江，或
许是蜀被魏灭的三国， 又或许是宝玉
和黛玉的爱断情伤。 当然，在我的生活
中，遗憾，从未缺席。

初中，一个新的起点。
期末考试结束后， 我的心情不是

猜想成绩的激动， 也不是拿不准题目
的紧张， 更不是信心满满的喜悦，相
反，是无力地哀叹。 试卷一张张下来，
心情也随之跌宕， 直至最后的政治试
卷下来，虽然心沉谷底，却也终究没有
让泪水滑落脸庞。

“为什么会这样？ ”“哎，早知道就
再努努力！ ”尽管心中有无数种关于过
去的假想，然而现实告诉我，没有“早
知道”。

失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路上车
辆来来往往，身旁的人群熙熙攘攘。 车
鸣声与各种喧杂声不绝于耳。 我努力
地压下那颗沉重的心，深吸一口气，缓
缓地抬起头，望向远方，只见一轮夕阳
挂在天与地交接的地方。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想到这里我不由眉头紧
锁，呼吸急促，情绪也随之低落。

夕阳虽已近黄昏， 却也是为明日
的初升而蓄力。 我虽考试失利，如果我
能够吸取经验教训，调整学习方法，一
定会在下次考试中证明自己！

古往今来， 无论是平民还是伟人
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遗憾， 但我始终坚
信， 正视遗憾终将带来弥补遗憾的动
力，造就圆满的结局！

感谢，遗憾从未缺席。
（辅导老师 李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