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注视着手里的玩偶，岁月磨不
去记忆的痕迹。 它像被时光悄悄定格
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六岁生日那天，一位阿姨送给我
了一个灰太狼玩偶。 橙色的帽子，大
大的脑袋， 脸上那一道标志性的痕
迹。 他的手上还有一个按钮，按一下，
它便会说：“我一定会回来的！ ”

我把玩偶放在床头，每天放学陪
我写作业， 晚上也会抱着它酣然入
睡。 步入小学后，渐渐地，学业难度递
增，每次数学成绩不理想时 ，我总会
捏捏它的手，听着那句“我一定会回
来的”， 我觉得自己下次一定会取得
好成绩。 就这样，它陪我度过了很多
快乐的时光。

后来 ，学业压力渐渐增大 ，妈妈
觉得玩具太影响我学习， 搬家时，就
用一个收纳箱，把我所有的玩具都收
了起来，当然也包括灰太狼玩偶。 直
到一个周末……

“姐，喜羊羊更新了，快来看！ ”刚

写完作业的我听到这句话，一个激灵
从椅子上弹起，然后装作漫不经心地
走向客厅，实则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
激动。 这时我猛然想起柜子里的玩
偶，我跑进房间，从收纳箱里把它翻
了出来。 儿时的记忆涌上心间，我捏
捏它的手，听着那句台词 ，我多少有
点感慨：我的灰太狼又回来了。

我抱着它， 内心诸多思绪翻滚，
回顾以往时光，遂明白：多少个晨昏，
多少次低谷之时，是它身上这种不服
输的精神一直陪伴我！ “灰太狼还挺
励志！ 今天下午可以陪着你一起攻克
这套试卷。 ”妈妈在一旁笑着说。

妈妈是同意它继续陪着我了吗？
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 ， 一手抱着
它，一手接过试卷，蹦跳着走进房间。

至今，它仍陪着我。 时光的长河
奔腾不息，或许会冲淡一切 ，但那些
有它相伴的时光，已然定格 ，无论世
事如何更迭，“它”一直都在。

（辅导老师 陈雨娜）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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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科技 创新中国》

人物篇之傅廷栋
在湖北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

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油菜田里， 许多
穿着白大褂的实验人员， 正在试验田忙
着杂交授粉。傅廷栋是这个中心的主任，
他专注杂交油菜育种 ６０余年，带领团队
培育近 ６０个油菜品种，被称为“世界杂
交油菜之父”，还荣获了“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师生中，流传着
“傅氏六件套”的说法———草帽、挎包、深
筒靴、水壶、工作服、笔记本。这正是傅廷
栋的经典装扮。 相比德高望重的 “国宝
级”学者，他看起来更像在土地里扎根的
农民。 １９９９年，他开始在位于“三区三
州” 国家深度贫困地区的甘肃和政试验
麦后复种饲料（绿肥）油菜，研究推广双
低杂交油菜品种。

自此，秋闲种饲料油菜，逐渐成为西
北、 东北多地的选择。 这不但缓解了西
北、东北秋冬青饲料不足的难题，而且增
加了绿色覆盖。

２１年来， 和政县油菜种植面积从
２．５万亩扩大到 １６万亩， 亩产从 １００公
斤增至 ２００公斤，品种全部实现优质化，
杂交种全面普及。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和政整县脱贫摘帽，
傅廷栋院士也被和政县政府授予 “荣誉
市民”称号。

几十年来，傅廷栋始终坚持一个理
念：科研就得围着农民打转！满足现代农
业需要、得到农民认可，才是做科研的真
意义。 迄今， 傅廷栋院士已培养研究生
５００多名， 他们中的许多已成为国内外
油菜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扶贫骨
干； 曾经的国家深度贫困县和政走出了
２００多名油菜硕士、博士研究生。

近两年，在傅廷栋院士的大力倡导
和推动下，华中农业大学与甘肃和政在
农业技术攻关、科技成果推广、特色产
业发展等领域全面合作，双方签订了在
和政县共建“华中农业大学临夏现代农
业研究院”“西北寒旱农业研究院”协
议， 合作内容从油菜拓展到其他作物、
食用菌、先进农业、寒旱农业等诸多方
面。

（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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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高楼大厦，我
常常回想起童年时的乡村生活。

天色渐明，我就被鸡啼声叫醒。 上
午的时光是闲暇的， 叫上小伙伴一同到
田里捉蚂蚱、打斗、嬉戏。 在齐腰高的麦
田里，猫着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暗黄
的蚂蚱，两只手以极快的速度扑上去。在
烈日下，汗滴洒在麦田里，双目炯炯，一
边抹着汗，一边蹲下身，合上手，从手缝
里向内窥， 一个可爱的生物正静静卧在
手心。远处又传来了奶奶的呼唤声，这才
把手放在胸前跑回家吃午饭了。

下午，太阳不太热时，奶奶就会带我
去西边的红薯地里，看看红薯的长势，到
旁边的小广场上和乡里人闲谈， 别有一
番风趣。

晚餐后全家都在院子里乘凉，漫天
的星辰好像都在围着我转。躺在床上，回

顾这一整天的生活， 这一切的一切是多
么美好，多么有趣呀！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经济
的发展，我也长大了，来到了城里，到了
刻苦奋斗的时候了。不知过了多久，从繁
忙中脱身， 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时，我才发现了这世间的变化。

暑假，我回到了以前那个乡村，田里
找不到了蚂蚱，红薯地、广场、我童年的
回忆，都被一座座的高楼覆盖了，把本应
有的乡村生活掩盖了。心中一片惋惜，竟
再不见了童年的快乐， 小时的好友也不
知都去了哪里。 街道冷清了、安静了。

啊，远去的乡村，你何时才能返回我
的生活？不，你是一直藏在某个地方静静
滋养我， 等待我的发现， 在我前进的路
上，给我以心灵的慰藉。

（辅导老师 黄媛）

乡村远去了
市第十中学 八（５）班 古烨烁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留在心底的声音

市第十中学 九（８）班 訾嘉烁

“哒哒哒……”耳边再一次响起了
熟悉而又陌生的织布机声， 我的眼角
也不自觉得湿润了起来。 时间辗转，岁
月飞逝，唯有那道留在心底的声音，才
能使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外婆，快过年了，给我做件新衣
服吧。 ”“你想要什么颜色的呀？ ”小时
候，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外婆在房间里
做工的织布机声。 第一次听到这个声
音，不一会儿，外婆就拿出来一个小枕
头。 这是外婆送给我的第一个生日礼
物。 蓝紫色的花边中间还有一株栩栩
如生的向日葵。 每当看到这个枕头，我
便想起了外婆，想起她那温柔的眼神，
还有那熟悉的织布机声。

一天上午， 我把外婆给我们做的
被子放在阳台上晒。 中午的时候，我拽
着被子就要把它拉下来， 可没想到它
挂住了。 “刺啦”一声，鹅毛般的棉花便
在我眼前飞舞，在阳光的照耀下，我好
像又看到外婆得知我们要离开， 在房
间里忙碌织布的背影。

放假时我和母亲一同回老家看望
外婆，得知真相的她不仅没有责怪我，
反而笑呵呵地说：“没事， 我很快就可
以给你再做一套的。 ”望着外婆离去的
背影，我的眼眶红润了。

“哒哒哒……”织布机声如同春天
夜莺婉转的鸣声， 如同钢琴发出的清
脆悦耳的音符那样沁人心脾， 温柔地
抚摸着我的脸颊， 抹去了我一切的烦
恼。外婆啊！请让我仔细地聆听这织布
机声，让它留在我的心底。

（辅导老师 郭小丽）

定格的时光
市第十中学 八（６）班 李欣田

许昌市第十中学专版

孤帆远影碧空尽

市第十中学 八（１）班 刘何依
（辅导老师 张沛）

乡情
市第十中学 八（７）班 魏千淇

幼时，家乡对我来说是毫无概念、
虚无缥缈的词， 我也从不认为家乡是
令人牵挂的。

见过世间的繁华， 越发觉得家乡
的暗淡。 特别是到过文学与烟火碰撞
的绍兴，我的家乡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浙江的绍兴是那样令人向往， 黑瓦白
墙里透着几分书卷气。 沈园的钗头凤
碑，在纪念陆游唐婉；红酥手握不住期
盼， 黄縢酒又怎得谈尽悲欢。 身在江
南，总觉得这里的事物是那样婉转，那
样舒缓，连这六月小雨，都添了几分秀
丽与怡然。

朝阳依旧，看着人们一天的劳作，
毫无新意的街景甚至不值得人们抬眼
一顾，看起老旧的树木透着死气，每日
的劳作更难让人为它停留。

但一篇《观沧海》让我重新打量起家
乡。原来以前的它名叫许县，我从未想到
在这样不起眼的地方，在许多年前，曹操
率千军万马带人厮杀，为之奔走。翻开图
书馆中的存放地方志， 里面记录着那时
的辉煌，在这里感受到了“挟天子以令诸
侯”的惊心动魄和万丈豪情。

似乎平时觉得不值一提的曹魏古
城都开始变得灵动，富有曹操的气息。
仿佛随着历史穿梭至千年之前， 看着
曹操率领万千兵马带回凯旋的消息，
迎接臣民的跪拜。 在夜晚的古城，或许
也有一位妇女与丈夫共赏星光， 现在
的灯火辉煌与那时的恬静安逸， 又何
尝不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

我的家乡虽不及绍兴的婉转 ，也
不及南京梧桐的潇然与自由， 但及至
春天，曹魏古城依旧恣意喧嚣，热闹非
凡。

（辅导老师 周怡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