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泉美景
襄城县实验小学 二（3）班 孙睿杨

很早就听说新乡有一个地方叫
宝泉，那里的景色很美。 放暑假的时
候，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来到了
美丽的宝泉风景区。

我看见那里有雄伟的高山，乳白
色的瀑布，还有一座座美丽的石桥。
走在石桥上，可以看到两岸有青翠的

树木，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里自
由自在地游动。

我和弟弟拿着水枪玩耍，远处有
各种各样的沙雕，阳光照在沙雕上美
丽极了。

宝泉真是风景如画！
（辅导老师 李俊蕾）

第一场雪
襄城县山头店镇寺门明德中心小学 三（1）班 乔燕鹤

摘樱桃
襄城县茨沟乡三里沟中心小学 二（1）班 马睿博

寻访红色足迹
襄城县文昌小学西城校区

六（1）班 盛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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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想对您说
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心小学 五（5）班 李奕泽

我在家中的空地上种了一棵向
日葵。我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
向日葵。我经常给它施肥、浇水，向日
葵在我的细心照料下， 一天天长大
了。星期天，我回家的时候，向日葵的
花蕾已经开了，露出了一个黄色的圆
盘。 几片宽大的叶子烘托着圆盘，好
像一朵金黄的莲花。 微风吹来，向日
葵轻轻摆动着，好像是一位穿着绿裙
的少女在跳舞。

这时， 我好像置身金色的秋天，
看到了向日葵捧着两盘葵花籽，向着
太阳微笑。

（辅导老师 井华伟）

向日葵生长记
襄城县十里铺镇八七小学

三（3）班 常航搏

明朗的天，清爽的风 ，今天我同
哥哥来到了八七广场附近的毛主席
视察襄城纪念馆。

站在纪念馆门前， 我不禁感叹：
真壮观啊！ 它是仿古建筑，一棵棵粗
壮的松树矗立在纪念馆的两侧，像一
位位挺拔的士兵在站岗放哨。 四周还
有许多花坛， 种植着五颜六色的花，
一阵阵风吹过， 花儿不停地点头，好
像在欢迎我们。

展馆分为烟草厅及现代厅。 来到
烟草厅，一尊毛主席塑像坐落在展厅
中央。 毛主席穿着中山装坐在沙发
上，太阳的光辉照进来，洒在毛主席
的身上，他微笑着，是那样的和蔼可
亲。 左侧墙壁上，挂满了毛主席视察
襄城县时的珍贵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
中，毛主席头戴草帽，上穿白衬衣，下
着灰色制服裤，站在烟田，笑容满面
地看着烟叶。 从图上可以看出，这块
烟田长势非常好，烟叶宽厚，碧绿透
黄， 叶片上的露珠在朝阳照射下，盈
盈闪光，滚滚欲滴。 烟田旁边的谷子，
谷穗粗长，累累下坠，可与烟叶媲美。
看到这些，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毛主
席视察烟田的情景： 他举目四望，看
着烟田一块连着一块，一块比一块茂
盛，无边无际，令人欣喜。 毛主席情不
自禁地赞叹道：“你们这里成了‘烟叶
王国’了。 ”我想，也就是从那时起，
“烟叶王国”成了襄城县的骄傲，成了
许昌烟叶的骄傲，也成了河南烟草产
业的骄傲。 一代伟人用豪迈的激情赞
誉了襄城县的烟叶，给予了襄城县乃
至整个河南烟草产业发展巨大的鼓
舞和鞭策。

穿过烟草厅， 我们来到现代厅。
左侧墙壁上展示有毛主席与国家领
导人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人的
合影， 右侧墙壁上排列着刘伯承、朱
德、陈毅等先辈的照片，照片下方介
绍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中间展柜上陈
列着毛主席用过的茶具、烟斗、扇子，
看过的书籍和一顶破旧的草帽……
展馆通过大量的图片和实物展现襄
城“烟叶王国”的盛况，弘扬了民族文
化、爱国主义精神。

参观结束了，我不仅了解了许多
红色故事，更深深体会到革命先辈崇
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
质，他们是催人奋进的精神丰碑和道
德楷模，值得我们纪念、学习、传承、
弘扬。

（辅导老师 刘小玲）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到了 ，老
师，我首先祝您教师节快乐。 亲爱的
老师，我有许多心里话想对您说。

当我第一次走进小学校园 ，您
向我走来，用温暖的笑容迎接我，拉
着我的手陪我走进教室。 那一刻，我
的心里把您当作我的又一个妈妈 。
还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摔倒了，牙
磕流血了，您赶紧给我止血，又联系
了我的妈妈，为我的事跑前跑后，真
的非常感谢您。 老师，除了父母，您
是最关心我的人。

在您的教导下，我慢慢长大，学
习了许多知识，也懂得很多道理。 您
总是对我们说，好好学习，珍惜少年
时光，学会感恩父母。 但您从来没有
说过要我们感谢您， 仿佛您对我们
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 老师，您的
无私让我感动。

老师！ 您的课是那么生动有趣，
同学们听得入迷。 下课了，您还在座
位上认真批改我们的作业， 这样的
画面让我好感动。老师！您那么认真
教学，一天到晚不停上课、讲解 ，您
的喉咙都沙哑了。 老师，您的敬业和
奉献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但是也
请您好好休息，保重身体！

老师！ 您的言行举止都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 您教会我们掌握知识
的方法， 培养我们良好的学习和生
活习惯，教会我们与同学相处，鼓励
我们战胜学习中的困难。 我越来越
欣赏您了， 不管是您的一言一行还
是您的教学方法 ， 都让我欣赏 ，我
想，这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吧！

老师！您听见我的心声了吗？老
师！ 在此深深地感谢您、祝福您！

（辅导老师 张会娟）

今天早上，天空灰蒙蒙的，妈妈
告诉我，天气预报说有雪！ 我好期待
呀！ 雪什么时候能来呢？

上午，我正在写作业。 忽然妈妈
拍了拍我，又指了指窗外。 我顺着妈
妈的手指看去，哇，下雪了。

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 就像一
片片洁白的鹅毛， 又像一只只漂亮
的蝴蝶，飘飘洒洒，在空中优雅地跳
着舞。 这些可爱的雪花，真像一个个
淘气的小精灵， 挥舞着她们的魔法
棒， 把光秃秃的树枝变成了一棵棵
开着白花的梨树， 给盛开的黄色的
蜡梅裹上一层白白的轻纱， 也把我
们的村庄变成了一个冰雪世界。

我在雪地里欢快地跑着、叫着，
这可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呀！

我抓起凉台上的雪，团成圆球，
又在凉台上滚一滚，做成小雪球。 我
要做个小雪人：两颗蓝莓做眼睛，红
色纽扣做嘴巴，细长的小棍做鼻子。
就这样，一个迷你小雪人就做好了。

看着这个可爱的小雪人， 我心
里别提有多么高兴啦！ 雪花带给我
许多快乐， 而雪人就是冬天送给我
最好的礼物。 我在雪地里滑冰，踩脚
印，扔雪球。 不一会儿，自己也被雪
花精灵变成了一个雪人了。 瞧，小雪
人也仿佛在和我一起欢笑呢！

（辅导老师 张静宇）

星期六上午， 爸爸妈妈带着我
和弟弟去首山樱桃沟。 到了樱桃沟
门口，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去，但是妈
妈要先拍照， 又觉得不涂口红很难
看，还得化妆。 哎！ 女人都这么爱美
吗？ 等了好久， 在我无数次的催促
下， 妈妈终于答应让爸爸先带我和
弟弟进去玩。

我飞快地冲进大门，抬头一看，
哇！ 火红火红的樱桃实在太诱人了，
像一颗颗红宝石一样。 这时，妈妈过
来说要给我和弟弟先拍几张照片 ，
然后再上山摘樱桃。 我虽然不乐意，
但还是配合妈妈摆了几个她喜欢的
造型。

拍完照， 我们提着篮子去摘樱
桃。 走到樱桃树前，我摘了一颗又大

又红的樱桃放到嘴里，哇！ 好甜啊。
篮子里摘满了樱桃， 我和弟弟

还不想走， 妈妈说我们可以再多玩
一会儿。 我想了想，决定玩个吃樱桃
吐籽大战，我当队长，弟弟是我的队
员，我们两个向爸爸进攻。 我摘了一
把樱桃放进嘴里，吃完果肉，趁爸爸
不注意，把樱桃籽全部吐向爸爸，但
是，我和弟弟的实力不够，很快被爸
爸吐得没办法招架。 我开始向妈妈
求救， 后来妈妈加入我和弟弟的队
伍中。 我和弟弟、妈妈的火力明显上
升，爸爸最终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们要回家
了。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辅导老师 刘艳丽）

许昌小西湖始称许州西
湖， 距今已有 1800 多年的历
史，是许昌名胜之一。 据《永乐
大典》称“天下西湖三十六，许
州(许昌)西湖在其中”。 许州西
湖位于许昌市魏都区西北隅，
占地 300 余亩 ， 虽然面积不
大，但亭、榭、桥、廊、池、坛、石、
林，诸景具备，布局严谨，清幽
明丽，堪称中州园林胜景。

许州西湖是瑰丽的自然风
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完美结
合。 许昌小西湖始建于东汉末
年。当时因挖土筑城形成坑洼，
后汇水成湖。 据记载，东汉时，
许昌太邱长陈寔和郎陵侯相荀
淑父子皆为当时著名贤士。 一
日，陈寔带领儿孙拜访荀淑，苟
淑设宴款待， 由其被称为 “八
龙” 的 8 个儿子作陪。 就在这
时，朝中太史夜观天象，向朝廷
奏报说：“礼德星聚， 五百里内
有贤人聚。 ” 许昌距洛阳正好
250 公里，加上陈寔、荀淑以贤
德闻名，人们就把天上的“礼德
星聚”归结在他们两家，并在小
西湖建了一座德星亭， 也叫聚
星亭。

相传，公元 196 年，曹操迎
汉献帝于许昌后， 势力既抵不
住童卓，又抗不过袁绍，要想睡
安稳觉必须修筑城墙自保。 小
西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取
土建城墙时留下的大坑。 由于
这里地势低洼， 城里的雨水流
入坑里，久而久之，大坑就变成
了小湖，小湖位于城的西北隅，
故取名小西湖。 曹操又把许州
西湖辟为皇家园林， 在湖东岸
建有“青梅亭”，并在这里和刘
备煮酒论英雄。 三国时的建安
诗坛最初就设在这里，“三曹”
和“七子”常在这里吟诗会文。
据说， 曹操的著名诗篇 《短歌
行》 就是在这里即兴而作。 据
传，东汉神医华佗曾居西湖，留
下名胜“华佗角”。

（本栏目材料由许昌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