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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庆元

香菇梦 家乡梦
� � � �寒假的第二天，我便参加了班级组织的“红领巾
走家乡”实践活动。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 高举队旗来到了庆元香
菇市场。

只见，香菇市场的正前方，屹立着我们的香菇鼻
祖吴三公的雕像。 他的身高足足有一层楼那么高，身
着灰色的粗布短衫，右手举着一个大香菇，满脸笑容
地欢迎着我们，也迎接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他身后是
一个大大的地面浮雕， 上面就雕刻着古时候人们做
香菇的情景：菇农们有的在砍树，有的举着斧头给一
段段木头砍花，忙着栽培香菇。 这可是我们庆元人古
代栽培香菇的方法呢。 这种方法栽培的香菇特别厚
实鲜美， 可是菇民却非常辛苦而且产量也不高。 好
在，现代科技发达了，我们使用袋料栽培法，不仅产
量高，味道美，品种多，而且还远销国内外呢！

我们刚走到香菇市场门口， 就有一阵阵香菇的
清香扑鼻而来。 我们继续往里走就可以看到墙上的
宣传栏贴着菌菇的宣传图。

看着香菇的演变历史，看着墙上的香菇标本、图
解，正是因为这小小的香菇，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
的菇乡人，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菇乡人的家乡梦。 我爱
我们的香菇！ 我更爱美丽的家乡！

小记者 季航宇

开心过大年
� � � �盼啊，等啊……新年到了！

瞧，家家户户的门上贴着对联与福！ 我家阳台还挂
了两只闪亮的红灯笼，干净的窗户也贴上了红窗花，好
喜庆！

大街上更是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笑声不断。 我和
妈妈来到了超市购买年货，超市里人山人海，结个账都
排了好长的队伍。

晚上，家人们都聚在外婆家吃年夜饭。 一家人终于
团聚了！ 外婆忙里忙外的， 和大厨师姨父烧了许多的
菜：有美味的牛肉，新鲜的大龙虾，鲜美的螃蟹，喷香的
鸡鸭……一桌子的菜， 让人垂涎三尺！ 终于可以吃饭
了，我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啊，新的一年到来了！
小记者 吴怡萱

难忘的除夕
� �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过年了。

大年三十，我和爸爸一大早就起床贴春联，家里的
大门都贴上了新的春联，充满着节日的喜庆。

“快来吃饭喽！ ”随着外婆一声呼唤，我跑向饭桌，
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馋得我直流口水。 一家人都坐上
桌，我迫不及待地夹起最喜欢吃的拌着香菇的肉丸子，
一口咬进去，糯糯的、QQ 的，还满嘴留香！ 还有炒青菜
黄粿，让人直咽口水……一桌子的人举杯畅饮，相互祝
福。

吃完团圆饭，春晚也开始了。 精彩的表演立刻吸引
了我：惊险的杂技表演，神奇的魔术表演，让人捧腹大
笑的小品、相声，让人陶醉的歌舞……这台精彩的春节
联欢晚会，不仅为我们送上精彩的文艺大餐，更让我们
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 看着家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

小记者 刘俏含

家乡图书馆
� � � �走进庆元县淤上乡，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整齐的高
楼，一幢幢美丽的洋房拔地而起，而在这些美轮美奂的
建筑中，深藏着一座有历史故事的省级图书馆。

据图书馆管理员介绍，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日
本鬼子攻打目前的杭州， 为了不让杭州图书馆那些经
典的藏书被破坏， 人们需要把藏书搬到了一个十分隐
蔽的地方。 庆元县淤上乡这样有群山环绕，而且树木又
多又密的地方最适合来保管藏书了。 抗战期间，深藏大
山中的图书馆得益于淤上乡人民的庇护， 继续发挥着
它传播知识的作用， 为当时处于心灵风暴中的人们点
亮一盏灯；战争结束后，杭州的图书馆为了答谢淤上乡
的人们，特意为淤上盖了座图书馆，其实并不全是为了
报恩，也是为了让书籍指引更多读者走出大山，走进城
市。

小记者 吴宇婧

庆元会“变脸”
� � � �庆元，是浙江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城，经过了数年
的改造，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前的濛洲桥像个孤单的孩子，总是满身尘土，可
如今桥边筑起了一排排高低起伏的石墩， 越来越多市
民喜欢和亲朋好友一同在桥边散步， 给濛洲桥增添了
几分喜气和热闹。我站在桥边望去，蔚蓝的天空中时不
时飞过几只捕鱼满载而归的白鹭，别提多美了！

松源街的银河湾广场是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
它不但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而且还有各种美食商
铺，是人们休闲、娱乐、购物的好去处。

不仅是县城，乡村的变化也不小！ 走进乡村，映
入眼帘的就是奔腾的小溪。 溪水清澈见底，一眼就可
以看见水底的小鱼， 住在小溪里的小鱼们欢快地吐
着泡泡， 似乎在喜气洋洋地说：“现在村民不再拿着
肥皂、搓衣板、脏衣服到溪边忙活了，没了这些污染，
我们的家园干净了许多。 ”蔚蓝的天空中不再飘着焚
烧物， 小鸟们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唧唧喳喳地唱着
歌， 好像在欢快地说：“现在没有厨房烟囱喷出的烟
灰，我们终于可以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了！ ”

美丽的庆元是我的家乡， 看着它一天天变得更
好，我十分开心。

小记者 彭叶师雨

年的味道
过年是快乐的，因为我们可以自由玩耍；过年是

幸福的，因为我们能在烟花爆竹中迎接新的一年。 我
觉得过年是美满的， 因为一家人可以团团圆圆地聚
在一起。

这天正是大年初二，我踏着轻快的脚步，嘴里哼
着欢快的小曲去太婆家拜年咯！

“开饭啦！ ”在太婆的吆喝中，饭菜的香味扑鼻而
来，呀，整整摆了四大桌呢！大家上桌，有披着棕色大衣
的甜糕、有香扑扑的饺子、有长长的土豆丝、有弯着腰
的大虾、有穿着绿色连衣裙的青菜，当然还有圆溜溜的
肉丸子了，真是琳琅满目，看得我们口水直流！

我弟弟左手拿着大虾，右手喝着橙汁，嘴角、袖
子上、衣服上满是油，好像有人和他抢似的。 我的姐
姐也是吃得手忙脚乱，把筷子伸得长长的一通乱夹，
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夹到碗里来。

我撒开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大吃起来。
大人也是开心的，瞧，有的在举杯畅饮，有的说

着一年的经历：有遗憾、也有喜悦。
这就是年的味道！

小记者 范璐冰

红领巾探寻香菇文化
� � � � 我的家乡庆元，坐落在群山之中，风景优美，四
季如画，素有“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美誉，更有一
张闪亮的名片“中国香菇城”。

寒假里，我们 403 梦想中队的队员们要到香菇市
场开展“红领巾走家乡活动”。 我们穿着整齐的校服，
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早早地来到了香菇市场。 刚到大
门口， 我们就被门前香菇鼻祖吴三公的巨大雕像深
深吸引住了。 只见他左手拿着香菇， 右手挥舞着斧
头，在一根长满香菇的木头上辛勤地劳作着。 望着他
专注认真的神情，我不禁肃然起敬。

这座规模宏大的香菇市场是在 1991 年底建成
的，建筑面积达 4.1 万平方米 ,有着低温冷库和各类
大小标准的仓库。 刚踏入市场大门，一股浓郁的香气
便扑面而来。 只见市场里摆满了种类繁多的食用菌：
有穿着漂亮衣服的花菇，有乌黑发亮的木耳，有像细
针一样的金针菇，有朵朵盛开的灰树花，还有珍贵稀
有的牛肝菌和红菇......琳琅满目，数不胜数。 同学们
一边听着讲解，一边做着记录，要把香菇的品种、价
格、香菇的生产过程和发展历史都牢牢地记在心中。

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虽然我的家乡地处偏
远，但却有着浓厚的香菇文化，而我们作为菇城庆元的
莘莘学子，要更加地勤奋努力，把香菇文化发扬光大。

小记者 翁恺洋

年味
� � � �年味是什么？ 年味是街道旁喜庆的灯笼；年味是
什么？ 年味是除夕夜丰盛的年夜饭；年味是什么？ 年
味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年味是什么？ 年味是新年伊
始的一声声祝福。 正如北宋诗人王安石写的《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年味无处不在，就让我带你一
起去寻找它吧。

“年味”在哪里？ 它在街边的一盏盏灯笼、一串串
彩灯里。 看，濛洲街与横城路交接的地方别有一般风
趣：在十字路口向左走就像来到一片灯笼的海洋，一
闪一闪， 一股暖暖气息涌上心头， 两边建筑金碧辉
煌，从天空看，就宛如一条金龙横卧在城中，而向前
走树上垂下的“小水滴”闪烁着色彩绚丽的光点，从
天空看，像一条彩龙，两龙交接处，笼着一层淡淡离
奇的光晕。 真是年味十足啊！

“年味”在哪里？ 它在香扑扑的年夜饭中。 在妈妈
准备的年夜饭里，有又酸又甜的糖醋鱼、金黄金黄的
炸黄果、麻辣鲜香的串串、外焦里嫩的烤牛排、油光
滑亮的走油肉……我吃得肚皮圆溜溜的，真可谓是油
嘴滑舌、油光满面、满嘴流油。 楼下不时响起几声鞭
炮声———该跨年了！ 还别说，这年味越来越浓了！

“年味”在哪里？ 它在新年的声声祝福里。 新年
到，走亲访友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新年快乐！ ”“恭喜
发财，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年味藏在这一声
声的祝福里，传遍了千家万户。

小记者 毛德屹

“深山里”的图书馆
� � � �放假的第二天，艳阳高照，我跟随着同学们来到
了淤上乡的图书馆。

刚到门口， 一位讲解员叔叔带着我们走进了二
楼。 推开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拥有几百万本
书的藏书室。

正当我疑惑不解：“为什么会建设这个图书馆，
又为什么要建在这里呢？ ”

这时， 讲解员叔叔开始给我们讲述故事：“在抗
日战争时期，浙江的杭州正在受敌军的侵袭，而杭州
的一家图书馆里珍藏着‘四书五经’中的四书。 这可
是这家图书馆的‘镇店之宝’，倘若这宝贝也被无情
的子弹给炸成了碎片，损失可就大了。 就在这危急关
头，杭州图书馆将‘四书’送到了淤上一位农民的家
中。 因为淤上的山又高又多，敌军的轰炸机很难飞过
这崇山峻岭，把书放在这是最安全的。 渡过了这一次
危机，杭州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让我们这些山里的
娃能读到书，走出山去，就在这儿修建了我们现在的
这所图书馆。 ”

这就是淤上的图书馆———“深山里” 的图书馆建
成的原因。 听完叔叔的讲解，我们纷纷拿起书，静静
地看起来。

小记者 张凌菲

奇妙的香菇市场之旅
� � �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我们梦想中队的队员们来到
了全国最大的香菇市场，感受近年来家乡的新变化。

刚下车，映入眼帘的是中国香菇之祖———吴三公的
雕像。 只见吴三公身披蓑衣，脚穿草鞋，一只手握着斧
头，一只手上拿着一朵香菇仔细观察，好像在研究着什
么。吴三公是世界上最早进行香菇人工栽培———砍花法
栽培香菇的香菇鼻祖。 市场里非常热闹，这里的许多菇
农和商户正在进行香菇交易。 根据香菇市场工作人员
介绍及资料，我了解到除了有日常可以食用的菌类：香
菇、木耳、灰树花、竹荪等之外，也有许多有毒的菌菇，
比如半卵形斑褶菇，吃了它会讲话困难、产生幻觉，褶
鳞小伞菇，吃了它死亡率极高，还有青毒伞、土生红褶
菌、鸡腿蘑等这些菌类也不能吃。

这次香菇市场之旅不仅让我认识了许多食用菌知
识，还让我更了解家乡庆元是中国香菇的发源地，让我
更爱我的家乡。 这真是一次奇妙的香菇之旅。

小记者 周禹希

庆元县实验小学 403 班来稿选登
指导老师 杨冰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