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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发布 年来了！
我们这样迎接它

马上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炸丸子。我家因
为我这个小馋猫，每年都要做不少，可是今年和
往年不一样，因为我吃到了自己亲手炸的丸子。

这不，一大早，妈妈就拿着两把锋利的刀在
剁肉，一直把肉剁成肉茸，然后加入鸡蛋、白萝
卜以及各种调味，搅拌均匀，丸子馅儿就做好
了。

接下来便是炸了。妈妈在铁锅中倒入小半
锅油，烧到油“咕嘟咕嘟”冒泡，便可下锅炸丸子
了。妈妈炸丸子的方法十分简单，用左手拿一
大块馅儿，再用右手揪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从

锅边慢慢地滑下去。这方法速度快，但炸出的
丸子奇形怪状，“惨不忍睹”。我实在看不下去
了，便对妈妈说：“我来试一试，好吗？”妈妈迟疑
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

于是，我就学着电视里面炸丸子方法，用手
拿一大块儿肉馅儿，飞快地团成圆形，一手拿勺
子，然后用食指和大拇指扣定一处，虎口一紧，
便有一团肉馅冒了出来，再用勺子挖起，放入锅
中，便大功告成，妈妈为我竖起了大拇指。在我
俩的合作下，不一会就炸完了。

炸出来的丸子有的形状奇怪，有的圆润可

爱，但都色泽金黄。我趁妈妈不注意，拿了一个
丸子便塞入口中。“烫！”我在原地跳起了“拉
丁”，妈妈笑得前俯后仰。等丸子稍稍冷却一
点，我仔细一嚼，外皮酥脆，内部Q弹，肉质在口
腔中爆开，在味觉细胞上“跳舞”。蛋香与萝卜
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口腔，独特的肉香混着油花
儿一起涌了出来，让人欲罢不能。

今年的年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因为丸子里
面有我的劳动成果，在做其他美味时，我也积极
参与，这个年真是满满的成就感。（柳林镇中心
小学五年级2班 张乙文 指导老师 冯莉莉）

这几天，爸爸催我赶紧写春联：“马上就要
过年了，不写春联，感觉没有年味。”

写春联，这可是我们家过年的“保留节
目”。今年作业多，差点把这事忘了。说做就
做，爸爸洗笔磨墨，我选纸铺毡。万事俱备，只
欠东风，用什么字体写呢？

爸爸拍拍我的脑袋：“老爸早就在网上下载
好字帖了，你想写什么都有原帖，如假包换，包
您满意。”既然有这么细心的爸爸，我也就理所
应当地享受这个“服务”了。如今，很多印刷体
春联横空出世，字体鲜艳、不易损坏，很受大家
欢迎。但在我看来，手写春联才是一笔一划、用
心用意创作出来的，这里面既有对中国书法的
传承，也有汉字的韵味与内涵，更重要的是对家
人和朋友的美好祝福。

我喜欢隶书，蚕头燕尾，看起来庄重而优
美、秀气而华丽，但写起来却没那么容易。由于
长时间没有练习的缘故，一开始我手抖得厉害，
毛笔好像不受我控制，像个调皮的孩子，字也不
那么圆润，丝毫没有写出《曹全碑》的精髓。只
见有“楷书之王”的爸爸已经完成一幅作品，看
来他今天状态很好啊！我不骄不躁，逐渐熟练
地开始运笔，写出来的字也渐入佳境。

“好生活方寸起步，甜日子还在后头。”
“好日子舒心如意，美生活幸福平安。”
这些对联多接地气啊！我一鼓作气完成

了六副春联，还写了“福、春、寿”这些寓意美好
的汉字，一张比一张写得漂亮。我的这些“作
品”，首先要给我延安的四爷爷送一副。他不
仅是个钱币收藏家，而且酷爱书法，行书写得

特别漂亮，最重要的是他去年就“预定”了我的
春联，这“新鲜出炉”的第一副必须送给他。然
后，我要送子长的爷爷奶奶和二爸家各一副，
因为他们是我书法作品的忠实粉丝，必须给他
们安排一波。最后就是我的“大客户”——洛
川的外爷外婆、舅舅舅妈们。外爷家里的房子
可多了，每年都等着我的春联，今年一样不能
让他们白等，要不然来了客人，他们就少了一
个“炫耀”的理由。

看，这就是我写春联的乐趣，也是我喜欢书
法的原因。笔墨迎新春，努力创未来。其实写
春联不仅是为了过年，我们更是用这种方式，表
达自己的美好愿望，传递亲人之间的爱与祝福，
鼓励自己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勤奋努力。（延安中
学初2025届3班 郭潇远 指导老师 高秋艳）

爸爸说，前段时间因为疫情一直窝在家，马上
过年了，我们做好防护一起去逛年市吧！我和妹妹
听后高兴地跳起来。那天天气特别好，蓝蓝的天空
中只有一点白云，太阳照在身上感觉暖暖的。

逛年市的人可真多啊！距离我们要去的农
村市场还有一段距离，路边的车位却已经停得
满满的。没办法，妈妈只好先带我和妹妹下车，
爸爸去找车位。

年市的东西可真多啊！有各种各样的灯

笼、春联，有猪肉、羊肉、牛肉，还有我和妹妹爱
吃的棉花糖、爆米花以及各种小吃糖果。为防
止走散，我们一家人手拉着手逛，只见来来往往
的人有的买鱼，有的买水果，还有的买肉……我
和妹妹不由得东瞅瞅西看看，农村的年市确实
和平时在城里逛的商场不一样。

“爸爸，这里怎么还有卖布的？谁会买一块
布啊？”我好奇地问。

爸爸笑着回答：“布买回去可以做床单、被

罩，比直接买成品要便宜许多。”
“哦。”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妹妹在一旁一会儿缠着妈妈说要吃鱼肉，

妈妈就买了一条江团；一会儿又说要吃棉花糖，
妈妈就给妹妹和我各买了一个彩色的棉花糖。

逛了没多久，爸爸妈妈手中就提了大包小
包的年货，我和妹妹跟在后面边走边吃着棉花
糖。我们一家人满意地回家了。（延安实验小学
五年级10班 刘凡琛 指导老师 高华）

欢欢喜喜写春联

和妈妈学炸丸子

跟着家人逛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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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抱着试试的想法，我与《成长周刊》相
识了。

我自认为还是挺爱看书的，因为书中神奇的
表现力，例如《许三观卖血记》《活着》《我们》《美丽
新世界》等。只要是故事有意思的，能引起我的兴
趣，我都会尝试着读完。有时也会“无病呻吟”几
句，写写自己的感慨。第一次听闻征稿时，我踌躇
不定，但还是投出了自己的文章，于是我认识了这
位包容的朋友——《延安日报·成长周刊》。

初次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刊登，我由衷地感到
喜悦，感觉是对我努力学习的一种认可。于是我
也对《成长周刊》这位陌生的新朋友展示了我的
善意——主动去了解认识它。对我来说，阅读一
本厚厚的书更为习惯，先前我一直认为报纸是无
聊的，还那么一大张，越读下去，越是惊讶，它竟
然有我想象不到的瑰丽。

从此就像是有了一个小小的约定，每当我翻
阅那一大张《成长周刊》，就像去赴一场约定好的
茶话会一般。那感觉不同于平时的读书，倒像是
和许多朋友进行思维碰撞、灵魂交融，这如何能
不吸引我呢？在那里我曾读到一位未曾谋面的

友人的大作，然后为我曾有的小小自傲作出提醒
——写作这条路是深远的，请不要自满。有时读
着读着会有那种打开一瓶可乐猛喝一口，碳酸直
冲脑门，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感觉，然后我
决定再读一遍……

记得《成长周刊》有一篇文章说到我所喜欢
的一本书，我兴奋得扯开了嘴角。虽然文中作者
有些观点我不怎么认同，但这份相识却着实让人
欣慰——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位书友，这自然让人
喜悦。当我看到这位书友说出了我所想时，我真
想当面和他表达我的激动，会不由得又看一遍他
的文章，先前我所不认同的有些观点，也都豁然
开朗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这不由得让我
洋洋得意——别人可没有完全发现这份珍宝呢！

如果说书本是我的“良师”，那么《成长周刊》
更像是我的一位益友，他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交流和感受。我通过他认识了更多才俊，有了更
多表达的冲动。也相信他一定可以带给我更多
的惊喜。

（延安市实验中学高二 2班 吴琛 指导教师
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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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志丹县城关小学冯晓艳老师的班级，
就像走进了一个温馨的家。她的身边总是围绕
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时不时会传来一阵阵
欢声笑语。在日常的教学中，冯晓艳很注重习
惯养成，一直将阅读和习惯养成作为提高学生
语文成绩的重要方法，引导、鼓励学生学会阅
读、爱上阅读。

“她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而在生活
中，却像妈妈一样温柔，冯老师对任何事都认真
严谨，但又很幽默，让我们枯燥的学习生活中充
满了快乐。”志丹县城关小学学生孙静远说。

在工作中，冯晓艳一直坚持各种形式的专业
理论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语文教学专业水平，
积极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她撰写的《浅谈低年级
语文朗读教学》《浅谈古诗朗诵的思考》等论文荣
获国家级奖项。多篇教学设计、教育故事发表并
获得省市级奖项，“陕西省中小学教学能手”“首
批优秀西部好教师”“陕西省第二批学科带头人”

“延安市教学名师”等殊荣，这一连串的荣誉是对
冯晓艳默默耕耘讲台19年的肯定和褒奖。

“我平时比较注重读书，加强理论学习，因

为教育思想的形成，必然需要教育理论的支持
与内化。当然我也清楚，教师要成长，就要多进
行实践锻炼。平时在上课之前，我都会认真研
读教材，力争每节课都上出新意，让孩子在轻松
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喜欢课堂。”冯晓艳说。

与此同时，冯晓艳十分注重发挥“传、帮、
带”作用，倾心关注更多青年教师的成长和发
展。2015年 11月，冯晓艳和全县的十名骨干教
师共同组建了“冯晓艳工作坊”，为更多的青年
教师传授教学经验、打磨教学课程搭建了交流
学习的平台。同时，冯晓艳经常承担校内外示
范课以及教师的培训工作，并借助学校的“青蓝
工程”，“一对一”地指导帮助青年教师成长和发
展。截至目前，冯晓艳和工作坊先后指导培养
出了 2名省级教学能手、6名市级教学能手和多
名县级教学能手。

春华秋实，秋收冬藏，冯晓艳感受着孩子们
的日益茁壮，孩子们也见证着她的专业成长。
回首自己的教育教学生涯，冯晓艳老师说：“做
一名好老师是我一生的追求和梦想，我会脚踏
实地朝着梦想前进。” （薛春梅）

小作者讲述最美 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