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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也洒在了那张
100分的试卷上。那鲜红的100分，唤醒了我心
底最深的记忆……

三年级时的一次数学单元考，看见同桌那张
百分试卷，我一脸的羡慕。低头再看看自己卷子
上的68分，那鲜红的数字仿佛在嘲笑我的无能，
我忍不住鼻子一酸，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100 分，我如何才能与你亲密相拥？想起
之前的散漫，我后悔莫及，决心以全新的状态，
重塑自我。此后，放学一回家，我就开始“闭关
修炼”。

一个周日，我正在数学题海中苦苦挣扎，被
一道应用题难住了，我冥思苦想，还是无解，我
就像被一张网紧紧箍住，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济
于事。我烦躁地把笔一扔，将头埋在桌上。

这时，姥姥端着一杯牛奶进屋。她把杯子放
在桌上，回身从书架上拿来了一张皱巴巴的试
卷，这是妈妈小学时的卷子，泛黄的试卷上印了
三个红红的大字“有进步”。这时，我发现试卷的
右上角折了一小片，我好奇地打开，竟是我梦寐
以求的100分！姥姥指着“有进步”三个字，对我
说：“这是你妈妈的第一次100分，她为了这个百
分坚持了许久。之后，每每遇到困难要放弃时，
她就会看看这张试卷，回忆当年的坚持，再继续
前行。人生路上跌宕起伏，又有几个人是天生就
聪明的？靠的就是坚持和努力罢了。”

姥姥的话让我醍醐灌顶，我放下杂念，继续
我未完成的练习。重新打开练习册，虽然那些
题目仍是那么难以理解，可是案前的我已不被
困难所折服，我用坚持向着属于自己的100分
努力。

终于到期末考了，发试卷的那天，我害怕地
捂着卷子，手一点点地挪开，当手完全从卷子上
拿开后，“有进步”三个字霸气地向我走来，一旁是
我想不到的100分，此刻，我才懂了那天姥姥为什
么要折住100分，让我看“有进步”三个字……

阳光清浅，微风轻拂，书架上泛黄的100分
旁，放上了一张新的100分卷，这是我人生中的
第一个100分，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象征着
坚持与努力！

是啊，何人出生便一百，努力拼搏是正道！

第一张100分试卷
●列东中学初一（8）班 张文旭

点评：
成长的记忆最是让人难忘，特别是人

生中的第一次100分。本文文字朴实，以
平实的语言，讲述最令自己难忘的历程，
读后让人感同身受。那难忘的100分，代
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倾注了作者一
百分的坚持与努力。小文结尾点睛之笔，
突出主题——何人出生便一百，努力拼搏
是正道。 （雷碧玉）

我喜欢的动物很多，有可爱的小猫，有听
话的小狗，还有漂亮的小兔子……但我最喜欢
的还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熊猫非常可爱！它长着黑白两色的绒毛，
毛色光泽、圆润。圆圆的脑袋上配着一双闪亮
亮的大眼睛，黑黑的眼圈就像戴着一副大墨
镜。脑袋下是肥嘟嘟的身体，身下是黑黑的四
肢，脚上有粉色的小爪子。还有一条短短的尾
巴，真是憨态可掬。

熊猫喜欢吃鲜嫩的竹子。它吃东西的时
候很有趣，先爬上一根竹子，然后掰下一段吃
了起来。接着拿起一根竹子，再拿起另一根，
然后一直吃……它一天能吃好多竹子呢！吃
得累了，它就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不一会就进
入了酣甜的梦乡。

有一次，妈妈带我到熊猫馆。我买了一把
小竹子去喂熊猫。熊猫一看到竹子就慢悠悠
走来，把竹子扒拉进笼子里。拿到竹子后，我
再怎么呼唤它都不理我了。

大熊猫最喜欢上树了。别看它身体笨重，可
是爬树的速度非常快。它爬树时手脚并用，指甲
会抓紧树皮里，大脑袋一晃一晃地保持平衡，一
眨眼的功夫就能爬到树顶上，然后躺在那里悠闲
地看风景，它可真是一个灵活的大胖子。

听妈妈说熊猫妈妈一次最多只能产两至
三只仔，但只有能力养活一个仔，所以熊猫才
这么珍贵。

我可喜欢大熊猫了。希望能天天去看它，
保护它。

可爱的大熊猫
●三明学院附属小学二年（1）班 陈洛伽

点评：
小作者通过自己细致的观察，把大熊

猫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等现象详细地记
叙了下来。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大熊猫的
憨态可掬。在叙述的过程中，重点抓住熊
猫吃竹子时的样子以及自己到熊猫馆喂食
的亲身经历，突出了熊猫的有趣。通过听
妈妈介绍，巧妙地告诉读者熊猫稀少的原
因。全文充满童真的语言。结尾简洁，紧
扣主题，表达了自己对大熊猫的喜爱之情。

（张少萍）

鸡爪梨树下
孩子们的红色课堂

曹坊中心学校校园里的一棵鸡爪梨
树，有着上百年的树龄。它是一棵古树，更
是一棵红色之树。

“1930 年6月，曹坊秘密农会100
多人手持刀枪，聚集在这棵树下。随着
一声令下，他们将反动民团驻地团团
包围，缴获了反动民团的枪支弹药，打
响了宁化革命的第一枪。”站在鸡爪梨
树下，老党员曹祥增经常给同学们讲
述那段烽火历史。他的父亲曹发伙当
年在宁化南乡革命委员会担任文书，
见证了这段峥嵘岁月。1931 年，宁化
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在曹坊曹氏家庙
成立，曹发伙负责总务工作。

曹祥增是红军后代，50多年前曾
在此求学，他经常听父亲讲述革命故
事。如今，年过六旬的他常应邀进校宣
讲红色历史。“看似普通的一棵树，背
后竟有这么多动人故事，它让我明白
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我要好
好学习，争当新时代好少年。”听了曹
祥增的宣讲后，六年级曹欣媛同学深
有感触地说。

鸡爪梨树见证了当年红军长征出
发的情景。它算不上高大，枝干虬曲苍
劲，每年都勃发出青翠嫩叶。

据《宁化县志》记载：1934年 9月，红
九军团护送抗日先遣队来到曹坊，在鸡

爪梨树下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军团长罗
炳辉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全民做好支前
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9月30日，红九
军团主力部队在松毛岭战役中失利后，
被迫向长汀方向撤退。10月7日，红九军
团后方机关部队、医护人员、运输队等在
鸡爪梨树下集结，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

鸡爪梨树现已成为曹坊中心学校
德育基地。树旁，有 20 多米长的红色
文化长廊。2020年，学校被三明市教
育局授予“特色项目学校（红色文化）”
牌匾。

34棵松柏
师生接受红色教育的将士林

下曹村距曹坊镇 1 公里，属革命
老区村、中央红军村。下曹村口小山坡
上的“红三十四师将士林”，现已成为
曹坊中心学校的校外德育基地，师生
常年守护着这里的34棵松柏。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湘
江战役85周年。2019年12月21日，福
建籍湘江战役红三十四师烈士后代，
集结在先辈们共同战斗过的地方——
下曹村，与曹坊中心学校的孩子们一
起种下34棵松柏，寓意党的事业万古
长青，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红色基因代
代传承。

曹坊中心学校对这些松柏开展认
养挂牌保护。两年多来，学生们两人一
组，齐心呵护每一棵松柏。他们定期锄
草松土，修剪丫枝。“这样的活动既培
养学生的劳动能力和团队意识，又让
孩子们在缅怀革命先烈中受到受到教
育，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负责德育
工作的池燕芳老师认为，要让师生们
都参与进来。

每逢清明节，学校组织师生祭扫
革命烈士墓，不少师生会自发前往将
士林，在松柏上系上小白花，寄托哀
思。因疫情防控，今年清明节前后，学
校组织师生“网上祭英烈”，通过网上
献花、鞠躬、敬礼、签名寄语等多种祭
拜形式，表达对英烈的缅怀之情。“将
士林属于下曹村，也属于曹坊师生，更
属于千千万万华夏子孙，意义非凡！”
李佶洹老师在“网上祭英烈”专题页面
上写下这样的感言。

“十个一”活动
培养新时代“长征战士”

近年来，曹坊中心学校开展长征
精神主题教育活动，以“十个一”活动
为载体，通过诵红诗、走红路、观红影、
唱红歌、写红联、绘红图、听红史、读红
书、讲红事及举办“重走长征路”活动，
让师生接受红色文化洗礼。

“为营造浓厚的红色校园文化氛

围，学校定期举办红土地校园文化艺
术节。”阴舒婷老师说，学校每年10月
举行“重走红色路”拉练活动，师生徒
步往返 5 公里，体验红军长征的艰难
历程。

学校以校本课程开发、选修课
建设以及长征精神传承为抓手进行
课题研究，编写弘扬长征精神的《红
色故事》《红色诗词》《红歌集》等红
色校本教材，采取课堂集中与课后
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授课，让学生全
面了解当地丰富的长征文化和革命
历史。

加强个性培养，让长征精神薪火
相传。学校以“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
做个好孩子，在社会做个好公民”为
评价标准，引导学生争做新时代的好
少年。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的特长，设
立 42 个选学社团，并以长征精神指
导学生言行，提升学生健康素养和学
习创新能力。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
省、市、县各级各类比赛，参观宁化县
革命纪念馆等，培养学生团结奋进的
优良品质。

“弘扬长征精神，为孩子们走好自
己的长征路打好底色，让孩子们心中
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眼里有光芒。”夏
盛瑞表示，红色教育系列活动有利于
提升师生综合素质，学校将进一步传
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融入
师生血脉，不断激发师生奋进的力量，
培养新时代“长征战士”。

宁化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之一，红色底蕴深厚。曹坊镇

是三明革命斗争发源地之一，也是宁化县

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地。近年来，宁化

县曹坊中心学校立足当地丰富的红色资

源，将红色教育一以贯之，努力培养新时

代的好少年。

5 月 24 日 11 时 45 分，随着下
课铃声响起，沪明小学五年级学
生郑卓芮迅速收拾好书包放进课
桌，转而拿起放在桌边的帆布袋，
里面只装有课外书、钥匙、水杯等
少许物品，准备回家。

“每天中午放学，书包都不
用带回家。”郑卓芮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

这是沪明小学本学期推动
“双减”落实，在全校开展的“书包
不回家”行动，让每位小学生乐享
放学时光。

“书包里装满了书本、文具和
各种杂物等，每天背着在学校和
家来回四趟，负担很重。”学生吴

睿浩坦言。
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探索推

出“书包不回家”行动，上午不布
置作业，回家不带书包，下午利
用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完成作业。
同时，专门为学生设计制作了带
有校园文化特色的小布袋，用以
取代大书包，方便学生携带课外
书、画笔、跳绳等物品。

“学校为家长开出家庭活动
菜单，如体育锻炼、劳动实践、艺
术活动、亲子阅读等，由家长和
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教师张艳超介绍，书包不回家，
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更快乐、更精
彩的童年。

沪明小学开展“书包不回家”行动
●本报记者 吴文凯 通讯员 江羽朦 文/图

尤溪职专举办“粒粒皆辛苦”摄影展
5月21日至24日，尤溪职业中专学校举办“粒粒皆辛苦”农业专题纪实

摄影展。摄影展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五个部分，一共展出图片84张，
全面介绍尤溪县农田耕作、水利灌溉以及农业器具等发展变化的过程，体现
了“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的主题，深受师生的好评。

图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退休干部、图片作者陈正坚为学生讲解农业
生产知识。 （张宗铝 摄）

放学后，孩子们拎着轻巧的布袋回家。

曹祥增站在鸡爪梨树下讲述革命故事。

星星星之火星之火，，点亮你我点亮你我
●本报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通讯员 龙凌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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