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天南地北的家人，因为思念，因为血浓于水的亲情，
不在乎距离的遥远，在一年的岁尾团聚在一起，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今年春节，我是在江苏江阴的姑妈家过的。江阴是徐霞客的故乡，地处江尾海头、长江咽喉，经济
发达，有47家上市公司。在上海工作的忠忠叔叔接上我们，一起出发到江阴。还在路上，姑妈就已经在
问，“到哪里了，快到了吗？”此时，炒菜锅里冒出的“呲呲”声，伴着姑妈急切期盼的语气传来，我好像已
经闻见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

江阴冬天很冷，自然是比不上四季如春的昆明，但喜气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照亮着每一个游子恋
家的心。

年夜饭已备好，丰盛的美食摆满了桌子，大家有说有笑，碰杯声、祝福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最
美好的春节交响乐。可能是触景生情，也可能是要告诉我们小辈过去的不容易，姑妈讲起了家里早年
时的艰难，爷爷奶奶收入微薄，要养四个孩子，两个姐姐两个弟弟，我爸爸是老三，是家里最大的男孩
子。“大姐早年知青下乡时落下了一身病，而小弟也还在念书，一家人艰难地维系着生活。”姑妈说，她总
把菜省着给两个弟弟吃。

爸爸也为了能够挣一点钱补贴家用，起早贪黑地进货摆小摊，将重重的货扛在单薄纤瘦的肩上，小
小年纪便已尝尽了生活的酸苦。后来当教师的姑爹来到了这个家，亲自辅导小弟读书，当时小弟成绩
不好，考大学是没希望的，姑爹姑妈把他当做自己孩子一样来养，下班了督促弟弟学习到很晚。后来，
忠忠叔叔不负众望，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姑爹姑妈也不断学习，勤奋工作，有了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高的成就，一家人也终于通过不懈
努力改变了命运。当然，个人的命运是和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让每一个努力的
人都有了回报，爱与善良让这个穷苦的家庭在磕磕跘跘的相互扶持之下永远充满希望。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几天的团聚转眼就到了分别的时刻，紧紧的拥抱，不舍的告别。家
人，就是在人生路上的温暖和挂念，愿祝福化作一盏不灭明灯，照耀着每一位在行走途中的亲人。

我最喜欢过年了，因为过年可以吃年糕、看灯会、赶庙会，收压岁
钱，痛痛快快地吃糖果。

今年春节，我与弟弟跟随爸爸妈妈回老家过年。快到年三十的时
候，奶奶准备做年糕了。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催着奶奶赶快做，可是奶
奶说还要先准备准备，第二天才做年糕。我有些等不及了，想再去催催
奶奶时，却看见奶奶正在泡米，我很奇怪，做年糕为什么要泡米呢？奶
奶告诉我，年糕是用米做成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大米是怎样变成年
糕的，只盼望着明天快快到来！

次日，天还没亮，我就赶紧起床，跑到奶奶的屋里去叫她：“奶奶，做
年糕去了！”奶奶布满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说：“吃完早点，蒸好米饭就
去。”好不容易等大家慢吞吞地吃完早点，奶奶方才用小背篓背上泡好
的米，带着我们到邻居家去做年糕。我们欢快地跟在奶奶后面跑。

到邻居家后，大人们立刻忙活起来，把奶奶蒸好的米饭舀进一台张
着大嘴巴的机器里，随着嗡嗡嗡的机器声，从机器的出口钻出来一条像
大蟒蛇一样绵长的白白的东西，冒着热气，爸爸兴奋地喊道：“年糕出来
啦！”大人们飞快地把年糕拧断、揉圆，放在干净的白布上。看到我馋得
不得了的样子，奶奶揪了一块热乎乎的年糕给我说：“趁热吃吧。”我赶
紧放进嘴里，“呀，酥软香甜”，跟以前爸爸妈妈从超市里买回来的年糕
味道不一样！

不一会儿的功夫，白布上就躺满了一个个形似小白猪状的年糕，原
来年糕真是用米做成的。我和姐姐也帮忙捏年糕，但我们捏出来的年
糕奇形怪状，跟大人们做的年糕一点都不像。年糕做好了，带回家后摆
放在松针上，奶奶说这样可以把松针的清香吸收到年糕里去。

我和姐姐迫不及待地拿出烧烤架，弄来炭火，让爸爸把年糕切成片
放在烧烤架上烤。年糕很快就都鼓起了大肚皮，我用手指轻轻一戳，它
们就破了，还冒出一股热气来，“哇，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们团团围坐在烧烤架旁，有的用年糕蘸着香辣酱吃，有的用年糕
蘸着蜂蜜吃，还有的什么都不蘸直接吃，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感受着浓浓的年味！

爆竹声声送吉祥，桃符款款迎安康。

四世同堂品福年，五谷丰登贺新春。

【老师点评】这首诗对仗工整，既写出了过年的喜庆和热闹，也
写出了你们一家四世同堂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

今年寒假，爸爸妈妈带我到世博园的房车营地去度假，虽然我以前见过房车，但从来没有住过房
车。房车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它能带我去哪里呢？一想到这些，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到了世博园，我迫不及待地问妈妈：“我们的房车在哪里？”妈妈说：“等一下你就会看见的。”服务员
带我们来到一个小院的门前，拿出钥匙，我纳闷：“难道房车会停在里面吗？”一进门，我就看见了一个像
火车车厢的大家伙，难道这就是房车？妈妈告诉我，这是一辆拖挂式的房车，原本还有一个车头，车头
可以拖着它去任何地方，但现在它只能一动不动地呆在这里，真可怜！

这辆房车是白色的，上面有几个大大小小的窗户，还有几个瘪了气的轮胎，我不情愿地说：“我们今
晚要住在里面吗？”爸爸神秘地笑了笑，打开门让我上车。哇！里面居然有电视、有沙发、有浴室，甚至
还有空调，真像一个舒适的酒店，我马上躺在了床上，真是舒服极了，爸爸把电视机打开，坐在沙发上喝
茶，妈妈则去准备晚上的烧烤。

我喜欢房车，这里就像在家一样，让人感到温暖。虽然这辆房车不能带我去别的地方，但很多人都
喜欢开着房车去旅行，我多希望自己能有一辆漂亮的房车，带我走遍世界各地，去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从这个学期开始，学校要求我们每天利用一小点儿时间观看新闻，然后简要地记录下来。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什么是新闻，也不明白学生为什么还要看新闻。因为我平常只爱看动画片或娱乐节目，觉
得这些更对“胃口”。但这是学校安排的一项课外作业，作为学生还是要认真完成。

我在完成这项课外作业过程中经历了不会看、会看到爱看三个阶段。一开始，我就从每天晚上七
点钟的《新闻联播》看起，发现自己不仅看不懂，而且还觉得很枯燥。老师说，我们可以先从《街头巷尾》

《都市条形码》《民生关注》等本地新闻看起。这些新闻我看后觉得十分接地气、通俗易懂，因为它就是
反映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慢慢地，我尝试着看《昆明新闻》《云南新闻》，在新闻中不仅了解到昆明为什么要修地铁，而且还知晓了
云南有哪些州市，对昆明对云南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后来，我开始看《新闻联播》，报道的都是国内外当天
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看中走出国门、游览世界，在听中学说普通话，在想中增长见识，在写中锻炼文笔。

看新闻，不仅让我深刻体会到学习不仅要立足课本、走出教室，更是要胸怀天下、放眼世界。风声雨
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现在养成了新闻天天看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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