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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开始张罗着买枣，才
知道腊八快到了。和我一样，
不是同事的提醒，腊八过去了
可能都不会想起这个节日的怕
大有人在。这个传统节日不知
怎地在人们的意识里一年年的
淡漠着，最终淡忘。悲哀的
是，我也成为这淡漠人群中的
一员。

提起腊八，满是儿时的记
忆。记忆中，每年的腊八这天母
亲会比平时更早地起来，为我
们熬香甜味美的腊八粥。红枣、
花生头一天就要泡一泡，大米、
小米、绿豆、豇豆、黄豆、赤小豆
等五谷杂粮可谓多多益善。母
亲生好炉子，家里的锅很大，母
亲把这些粮食放入锅中，盖上
盖子，锅中的米啊、豆啊便在锅
中翻滚、沸腾。只见锅盖被热气
顶着，一丝丝的香气氤氲在整

个屋子，我和弟弟嚷着要喝，急
着要揭开锅盖，母亲拦下告诉
我们千万不可以掀盖，否则香
味就跑了。母亲压了火，再小
火熬制，那令人垂涎的腊八
粥，便我们姐弟俩便在等待中
出锅了。盛放在碗中，香味扑
鼻而来，红、黄、绿、白，色
香俱全，拌上白糖放入口中，
来不及细品，我们狼吞虎咽开
喝了。整个屋子，暖暖的，甜
甜的……

母亲曾告诉过我这腊八粥
的由来，她说：腊月八日那
天，朱元璋打仗时被人追赶，
好几天没吃一口饭，到了一家
农户，想讨碗饭吃。谁知那家
也非常穷，但看他饥渴难耐的
样子心生怜悯，便从家中的老
鼠洞找来一些红豆、大米之类
的杂粮，把这些东西熬成了

粥，朱元璋美美的享受了一
顿。后来朱元璋平定天下做了
皇帝，想起此事，让御膳房做
了一锅各种粮豆混在一起的
粥，却怎么也吃不出原来的味
道。他百思不得其解，又找到
当年救过他的那个农夫，农夫
说：“当时你好些天没有吃
饭，固然觉得那粥好喝，现在
你做了皇帝吃惯了山珍海味，
那粥又怎么可能喝出当时的味
道？”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
后来为了纪念这段经历，为了
感谢救命恩人，他把那一天定
为腊八节，把自己那天吃的杂
粮粥正式命名为腊八粥。自
此，喝腊八粥的风俗便在民间
流传开来。“知恩图报”、“忆
苦思甜”就在这腊八粥的传说
中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关于腊八节，印象中还有

一件趣事，记不得是哪年，记
不清是多大的时候了。只记得
当时家里经济拮据，红枣好像
也比较稀罕一些，除了过节很
少见。腊八前几周母亲买了干
枣，放在一个小袋子里，不料
被我翻到，忍不住偷吃了几
颗。不仅如此，我还告诉了弟
弟，于是我俩你一颗我一颗的
吃了起来。枣儿嚼在嘴里甜丝
丝的，却也带着些许的惶恐。
后来，自不用说了，在那年腊
八的前一天晚上，

母亲为第二天做准备时，
发现了空空的袋子，不用猜便
知道是我俩所为……于是，那
年的腊八粥里便少了这一样。

后来这腊八粥在我的记忆
中中断了许多年，再后来便是
婆婆为我们做腊八粥。婆婆做
的粥与母亲做的不同，里面只

有红枣和大米。婆婆在晨光熹
微中起来，舀上一大锅的水，
放上小半锅米，几把大枣，公
公烧火，直到锅里的米熟透
了，水由多变少，粥由稀变黏
稠了。一碗碗盛好，开吃。

搬了家，与婆婆家也远
了，这节日也在逐年忘却中愈
加淡薄。其实，我几乎天天都
要煲粥喝，买了许多杂粮放在
一起，既味美又养生。婆婆做
的那种粥我更是天天做，直到
儿子吵着让我不要再放枣，我
怅然若失，毕竟时代不同了，
儿子无法理解我对红枣的那份
酸甜的记忆。

又到腊八，我想把那些中
断的记忆连续起来。我也要早
早起来熬一锅腊八粥，并且对
儿子讲述母亲讲给我的腊八粥
的故事。

又 到 腊 八又 到 腊 八又 到 腊 八
峄城区吴林中心小学 赵慧慧

新年伊始，

昨天的一切似乎就在眼前，

有欣慰，

有遗憾，

都将封存在记忆的那边。

新的一页又开始翻，

有梦想，

有期盼，

自信的脚步要稳健，

人生的得失把好关，

向着奋斗的目标登攀。

不管今天的太阳是否灿烂，

不管今天的空气如冰窖一般，

我们都用美好的计划填满根本

没有寂寞的空间。

让一切都在那些分秒必争中风流万千，

让一切都在那新颖的画卷中豪情满满。

以幸福为笔，

以快乐为纸，

以道德为圆心，

以敬业为半径，

画一个充满理想的圆。

再添上如意的花边，

穿上情谊的丝线，

点化上好运的光环，

抓住机遇，

勤劳奉献。

要知道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新的一年别再错过，

扬起理想的风帆，

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新年展望
滕州市滨湖镇奎子小学 黄道华

近日，观看了 《绝命后卫
师》 感受红色悲壮，我真是心
潮澎湃，感慨万千。

《绝命后卫师》是为纪念长
征胜利八十周年而创作，聚焦
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关键时刻，
再现了那段历史和困苦岁月，
那是一首悲壮的长征史诗。故
事主要以 1934 年 10 月，第五
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
不撤出江西瑞金，走上长征之
路。红军第5军团第34师承担
后卫作战任务，6000多人的红
34师在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的慷慨悲歌。可以说，34师在

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拼将十万
头颅血”，是中国革命视死如归
的精神，是长征精神的见证。

《绝命后卫师》书写了铁血
忠魂，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
历史，让已逝的英烈们再次闪
耀在荧屏上，是对历史的敬畏
和尊重，是对忠诚与担当的阐
释和解读。剧中的陈树湘是一
个总领全局、沉稳冷静的师
长，不仅善于作战，更敢于牺
牲，在不幸被俘后，他撕开伤
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他
英勇就义的场景给人们带来最
震撼的感动，也实现了他为苏

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师长陈树湘的壮烈报国感天动
地，是对理想信念坚定执着的
一曲绝唱！三十四师的师政委
程翠林自然是任重而道远，在
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多次
临危受命，不顾危险和艰难毅
然决然担负起掩护主力军的重
担，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信仰
与人民，程翠林以身犯险、不
畏牺牲的精神引人深思，展现
了顽强不屈的长征精神。

《绝命后卫师》气势磅礴地
再现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总
情势、大格局；“写人”，栩栩

如生地塑造了师长陈树湘、政
委程翠林、团长韩伟等历史上
确有其人的红军指挥员艺术形
象和丘老丸子、赖老石头等小
人物艺术形象；“讲事”，精彩
演绎了采自历史真实并加以合
理想象虚构的中国故事。这
样，全剧以人带事，讲事述
史，题旨鲜明，结构紧凑，使
伟大的长征精神相当审美化艺
术化地跃然荧屏。它让我们深
刻认识到：长征是播种机，是
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唤醒民众的
伟大远征。长征播下的红色火
种，必以燎原之势，燃遍中

国，燃及当今，激励我们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走好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

观看《绝命后卫师》让我真
切领悟到：我们年轻人真的该好
好珍惜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
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现在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
当下，感恩先辈，感恩现在的和
平年代；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
应该弘扬先烈们的长征精神，坚
定理想信念，勇担当勤干事，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做时代先锋，
努力为祖国的新时代建设奉献
自己的力量。

观《绝命后卫师》有感
滕州市张汪镇城后张庄小学 张广荣

星期五音乐课上，老师让我们唱
《采一束鲜花》，“广阔的原野上开满了
鲜花，采来一束献给妈妈。”唱着唱着我
就想到了妈妈，妈妈流眼泪的那一瞬间
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那是发生在上海地铁站的一件惊
险的事。暑假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
上海。在上海地铁站，我们站在站台等
地铁。过了一会儿，地铁呼啸而来，停在
我们面前，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可是
突然地铁的门关上了，我在里面眼睁睁
地看着爸爸妈妈焦急地站在门外，妈妈
急得不知怎么办。爸爸用一根手指往下
指，嘴里说着什么，但是我在里面根本
什么也听不见，不过我还是领会了爸爸
的意思，我想爸爸应该是想让我在下一
站等他们。我当时很冷静，一点儿也不
害怕。到了下一站，我匆忙地下来，在原
地一动也不动地等着下一列车的到来，
大约等了几分钟，我看到地铁来了，那
个车厢正好停在我的面前，我看见爸爸
妈妈在车上欢呼起来，高兴地喊：“雨

菲，雨菲。”我赶紧冲了上去，爸爸一把搂住我，说我真棒。
可我却看到妈妈把头扭了过去，当我过去喊妈妈时，看到
妈妈正在流眼泪，我知道妈妈是担心我，我给妈妈说：“妈
妈别哭，我没事。”接着妈妈紧紧地抱住了我，一句话也没
有说，只是紧紧的抱住我，不愿松开。

有时我还会和妈妈说到这件事，每当说起时，妈妈总
是紧紧地抱着我，夸我太棒了，是个聪明冷静的好孩子，
说我永远都是她最爱的宝贝。虽然有时妈妈对我也挺严
厉的，但是我知道妈妈很爱我，也很关心我，妈妈的爱永
远都是无私的，我也永远爱你，妈妈！

(辅导老师 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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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说过：“捧出
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这是对教师教学生
涯的最好写照。富有爱
心，尽职尽责是教师基本
的道德规范。在平凡的岗
位，撒播爱心，享受充满
活力的人生幸福。爱岗敬
业是一种对事业全身心
投入和不悔追求的信念，
是教师的能力不断提升
的重要保证。教师的职业
注定平凡，淡泊名利，讲
究职业良心，才能在平凡
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如果我们把平凡而神圣
的教师岗位看作个人谋
生的手段，就永远也不会
成功与快乐。

看 过 这 样
一个故事：在美
国得克萨斯州
的一个风雪交
加的夜晚，一位
名叫克雷斯的
年轻人因为汽
车“抛锚”被困
在郊外。正当他
万分焦急的时
候，有一位骑马
的男子正巧经
过这里。见此情
景，这位男子二
话没说便用马
帮助克雷斯把
汽车拉到了小
镇上。

事后，当感激不尽的
克雷斯拿出不菲的美钞
对他表示酬谢时，这位男
子说：“这不需要回报，但
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当
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
要尽力帮助他人。”于是，
在后来的日子里，克雷斯
主动帮助了许许多多的
人，并且每次都没有忘记
转述那句同样的话给所
有被他帮助的人。

许多年后的一天，克
雷斯被突然暴发的洪水
困在了一个孤岛上，一位
勇敢的少年冒着被洪水
吞噬的危险救了他。当他
感谢少年的时候，少年竟

然也说出了那句克雷斯
曾说过无数次的话：“这
不需要回报，但我要你给
我一个承诺……”克雷斯
的胸中顿时涌起了一股
暖暖的激流：“原来，我穿
起的这根关于爱的链条，
周转了无数的人，最后经
过少年还给了我，我一生
做的这些好事，全都是为
我自己做的！”

做老师的我，每次因
或繁杂的事物，或学生的
不成器，或家长的不可理
喻让自己几欲放弃时，就
想到了这个故事，——为
自己做的。也许因为拯救
了学生，甚至说拯救了人

类，所以家庭如
此美满，女儿如
此贴心懂事。

做老师的枯
燥 、生 气 、辛
酸 、琐碎，各种
你想不到的突发
事件，不是外人
所 能 理 解 的 。
我要做能改变孩
子一生，影响孩
子一生的老师。

就 这 样 ，我
也对每一个学生
尽心尽力，没有
厚薄，只要孩子
掌握不好的，我
可以不厌其烦给
以讲解，有需要

的我可以带回家像自己
的孩子一样。有进步的我
自费给孩子买奖品，一本
书，一次小小的旅游，或
者一起看一场电影。

多读书，多思索，多
研修，用专业的理论提升
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
让自己早日成为学生喜
爱，无愧于心，高素养，高
学识的老师。

席慕容说：“生命是
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我们
都是那个过河的人。”人
生如渡，我们都要想想该
怎样过河？不能普度众
生，帮人达己，先度自己
吧。

我
想
做
一
名
这
样
的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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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枣师附小举行了“快乐之冬”踢毽子跳绳比赛，校园内炫毽飞舞，绳彩飞扬，同学们
同场竞技，快乐健身。 （枣宣 摄影报道）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观看
了《开学第一课》。今年是红军
长征胜利 80 周年，《开学第一
课》 的主题是高举先辈的旗
帜，发扬长征精神，勇往直
前，百折不挠。

长征路上，革命战士勇往
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我认为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104 岁的
秦华礼老爷爷为我们讲述了当
年他在长征途中克服种种困难
学习通信技术的故事。每年他
们每人只有一支铅笔，指导员
就告诉大家，为了节俭铅笔，
在削铅笔时只削木头不削铅
芯。对比一下我自己，我平时
真是太浪费了，我有那么多的
铅笔、钢笔、摩易擦笔，却还

是要经常“买、买、买”，真是
不应该!他们没有教具时，就用
树枝当笔，土地当黑板，学习
各种电路知识，还把英语单词
写在木板上背在身后，随时记
随时背。这种克服一切困难，
争分夺秒学习知识的精神，我
们都应该学习。

耿莹老奶奶则为我们讲
述了她的父亲耿飚将军当年长
征途中的故事。她为我们展示
了当年红军长征时穿的草鞋。

“草鞋”固名思议是用草编织而
成的，非常不结实，穿着也一
定非常难受，可是，就是穿着
这样的鞋子，我们的红军战士
爬雪山、过草地，创造了一天
最远行军240里地的奇迹。240

里有多远呢?耿莹老奶奶告诉我
们，相当于围着我们学校 400
米的操场转300圈呢!耿莹老奶
奶还告诉我们，在过草地时，
最艰难的是饥饿难耐。一开
始，每人腰间都有一袋子粮
食，可是一年后就都吃光了。
大家只好吃野草、野花，有的
战士为了尝试野草能不能吃，
而中毒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最
艰难时，红军一人一天的口粮
只有一颗黄豆，这对于常人来
说肯定是难以承受的，就在这
样艰苦的环境下，伟大的红军
战士走过十四个省份，完成了
令世人赞叹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我们的红军战士就是凭借
着信念不移、勇往直前、百折

不挠、坚持不懈的长征精神，
最终打倒了反动派，建立了新
中国。

小红军侯得明，七八岁的
时候，就跟着红军战士们开始
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一个
孤儿，从家乡湖南出发的时
候，从树上折下一根柳枝。由
于环境异常艰苦，他在途中生
了重病，战士们就把他交给了
一户藏族人家。他把这根柳枝
种在家门前，随着时光的流
逝，侯得明老了，而那根柳枝
也已长成了大树。每当看到这
棵柳树，他就会向人们讲起长
征路上的人、长征路上的事......
人们亲切地称这棵柳树为“红
军柳”。 今天我们的生活幸福

美满，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
忘记今天的生活是革命烈士用
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伟大的长
征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伟大的长
征精神。

回望过去，红军战士穿草
鞋、吃野菜。想想现在，我们生活
幸福，衣食无忧。但是我们不能
忘记我们美好的生活是革命烈
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没
有长征的胜利、革命的成功，就
没有我们美好的今天。我们一定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时
刻记住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牺
牲的革命烈士!我们更要刻苦努
力，勤奋学习，来实现我们伟大
的中国梦!

(辅导老师 张田 张裕芳)

接过先辈的旗帜勇往直前
薛城区临山小学四年级三班 马艺鸣

在 我 心 中 曾 经 有 一 道 坎
——不会跳长绳，它压抑了
我整整两年。慢慢地，我就
变 成 不 敢 跳 的 人 了 。 再 后
来，我就只能帮别人甩绳看
着别人跳，一直到了三年级
最后一个学期。

四年级开学时，我们换了
班主任。新班主任是矫老师，
她待人亲切和蔼。开学后的第
三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

课间操时间，矫老师组织我们
到操场上跳长绳，男女生分组
进行。矫老师先和我们女生一
起跳，我和王新亚一起甩绳。
随着长绳甩起，老师动作敏捷
地和同学们跳了几圈。然后，
矫老师说：“你们继续玩，5分
钟换一次甩绳的人。我到男同
学那边看看，一会就来。”六
七分钟后，矫老师又回到我们
这边，见我还在甩绳，就说：

“来，咱俩换换，我来甩，你
来跳！”我小声地说：“老师，
我，我不会跳……”老师见我
站在原地难为情的样子，和蔼
地 说 ：“ 我 不 信 ， 你 肯 定 会
跳！”老师拉着我的手来到长
绳中间让我跳。我非常紧张，
但听到老师的鼓励，只好鼓起
勇气认真地学着跳。一个，两
个，三个.……没想到，都跳
过去了！此时的我轻松了许

多，跳得也轻快多了。矫老
师见我有了进步，继续鼓励
说：“怎么样？我说你行，你
肯定行！来，这回你站在我
旁 边 ， 听 到 长 绳 打 地 的 声
音，就朝长绳的中间跑，看
绳 来 了 跳 起 ， 紧 接 着 跑 出
去 ， 就 行 了 。” 我 按 老 师 说
的 ， 听 着 老 师 “ 跑 ”、“ 跳 ”
的指挥，轻快地跳起来，越
跳越轻松，赢来同学们一阵

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你跳得
还 真 不 错 呢 ！” 老 师 高 兴 地
说。 慢慢地，我有了自信
心，感觉自己和别的同学已
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 ： 生 活 中 没 有 过 不 去 的
坎。只要你的方法得当，相
信自己，努力去做，就一定
会有成功的时候。

(辅导老师 张树茂)

没有过不去的坎
市中区文化路小学六年级七班 杜梦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