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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是动人心弦的歌曲，让
人如痴如醉；书是韵味无穷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书
是色彩艳丽的图画，让人称赞不已。每个人的成长之
路上一定会有那么一两本书，让你留下难忘的回忆。
亲爱的同学们，快快拿起你手中的纸和笔，将你与书
的故事告诉我们吧！

征文主题：我与书的故事

文字、图画皆可，内容丰富，主题鲜明。优秀稿件

将在《郑州教育》专刊、郑州观察客户端和郑育见微信

公众号刊登。

征稿要求：

1.发送至《郑州教育》信箱：

zzjyzk2016@163.com，文 章 字

数在 300～600 字之间。

2.作品须注明“姓名+学校+

班级”，并请辅导老师给予点

评。特别提醒：请准备一张电子

版生活照及 150字左右的个人

简介随投稿文章一起发送至上

述电子邮箱。

勤俭可兴家勤俭可兴家 美德润少年美德润少年
——““优良家风代代传优良家风代代传””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展示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展示（（五五））

充满温暖的批评
你是否委屈过？你是否被误会过？你是否被爸爸妈妈

批评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了
解“墨子怒耕柱子”的故事，从中感悟人生道理，以正确的心
态去对待批评。

这个故事讲的是墨子对他的门生耕柱子的批评。门生耕
柱子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批评他，后来，老师拿牛和马为耕柱
子讲解，因为马值得鞭策，而耕柱子在老师心中就是那匹值得
鞭策的“马”。所有马主人都希望自家的马比别家的马强，都
希望自家的马强上加强，家长以及老师对孩子也是如此。虽
然我们不喜欢被批评，但家长老师批评我们，是认为我们值得
驱策，这是父母和老师对我们的期望和爱护。

偶尔，老师也会批评我说：“考得还算可以，但也不能骄
傲，下一次还可以继续努力。”当时，心里其实有些委屈，现在
看来，虽然成绩考得不错，但老师想让我继续进步，提醒我在
考试时不能粗心。想到这里，我对老师和家长充满感激。

一次批评，一次鞭策。让我们携带着这份鞭策和责任全
速前进吧。

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姚雨彤
辅导老师 周慧茹

点评：小作者把从“墨子怒耕柱子”故事中获得的启示和
感悟，以简约朴素的言语进行阐述。全文主题清晰，语句流畅，
从另一个角度描绘老师和父母对孩子的爱。

戏迷爷爷
在我身边，藏着一个幽默可爱的“老戏迷”。
从我记事开始，爷爷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每天家里时

不时传来一句清亮的戏曲声，曲调婉转悠扬，那节奏富有情趣
而又不失威风，入耳使人陶醉。唱戏的，正是我的爷爷，他对
戏十分痴迷。

爷爷有时长途跋涉，去几十里外的戏院，就为了看一场
戏。爷爷为了戏，将街道的空地变成了一个戏台子；爷爷为了
戏，经常到文化馆里寻师访友；爷爷为了戏，在电视上一看见
戏曲节目就转不动台。

记得有一次，爷爷在厨房里做饭，我在外面玩。忽然听
见一声大喝，我闻声赶来，躲在厨房外。只见爷爷仿佛着了
魔，嘴里不停嘀咕着什么。拿着锅铲的手上下翻飞，锅铲上
面还冒着热气，另一只手上端着锅，不断摆动着，把里面的
菜都抖了出来。旁边的勺子跟筷子像有了生命，撞击在一
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好像在给爷爷伴奏。那场面，让
人不由想起锣鼓声，好似要震翻了天，厨房戏院在我们家精
彩上演。演了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锅上冒起一团跳跃的橙
色火苗，可爷爷却浑然不觉，全然沉浸在戏曲世界中。幸亏
我及时发现，我心想：“爷爷莫不是来了戏瘾吧……”

“咚咚锵锵”的吵闹声过后，我们看见浑身油点的爷爷从
厨房出来，手上端着一盘黑乎乎的东西。

虽然爷爷醉心于戏曲，却无时无刻不在为家付出。当爸
爸不在家时，爷爷就会辅导我功课；当妈妈不在家时，爷爷就
会收拾家务。有时，他搂着我，哼唱着熟悉的旋律，轻轻地，轻
轻地，我就睡着了，梦里想起了小时候，安心、温暖。

如今，爷爷离开我们了。可每次经过那个喧嚣的公园，隐
隐听见戏曲声，我都会想起爷爷，想起那段爷爷搂着我唱戏的
时光。

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 刘丰彰
辅导老师 刘 祎

点评：小作者通过声音、动作等细节描写，将爷爷热爱戏
曲的形象描写得生动有趣，运用排比突出了爷爷的辛苦与付
出，文章温情而感人。

织梦
空间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
息……”从我记事起，就记得父亲喜欢举着那本
已经泛黄的《朱子家训》来回诵读，我也跟在他后
面摇头晃脑地读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那时的我尚不清楚
家风的含义，但勤奋努力、勤俭节约的思想已深
深刻在我的脑海中，一路伴我成长。

因为自己不够细心，性格毛躁，我学习成绩
总是不甚理想，导致我一度想要放弃，父亲知道
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世上没有什么事是能一
蹴而就的，如果碰见一个难题就想着放弃，那以
后的日子里你要错过多少美好的风景啊！勤能
补拙，你要用你的勤奋和努力去战胜那些困难。”
从那以后，我记住了爸爸的话，遇到难题我不再
害怕，而是认真思考，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父亲大多数时候是温和的，但也有十分严厉
的一面，尤其是我浪费粮食的时候。记得有一
次，因为偷偷吃了零食，吃饭的时候不太饿，悄悄
将大半个馒头扔进了垃圾桶里。我以为父亲不

知道，谁知道，父亲面无表情地把我拽进了书房，
打开《朱子家训》，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一直读
到我眼泪都掉下来。父亲的表情很严肃，他告诉
我：“节约粮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浪
费粮食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要知道，在你爷爷
他们那个年代，根本吃不上白馒头。”听完父亲的
话，我默默地点点头，从此再没有浪费过粮食。

好的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如冬日暖阳，
抚慰人心，愿勤劳、勤俭的家风继续伴我同行，也
作为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永远传承。

金水区未来小学 常苗钰
辅导老师 刘 莹

点评：小作者通过叙述“爸爸对我的教诲”，展
示了“我家的家风”，语言生动形象，事例详细具体，
结尾处呼应上文，突现了文章主题。

家庭是蓝天，我是小鸟，没有它我将无法飞
翔；家庭是雨点，我是小草，没有它我将无法生
长；家庭是阳光，我是树苗，没有它我将无法成
长。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家有家风。

从小到大父母告诫我：百善孝为先。孝敬父
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记得去年奶奶
因为不小心滑倒摔了一跤，一只脚不能下地走路
了！医生说奶奶需要休养，不宜劳累。爷爷和爸
爸因为疫情在老家不能回来，于是照顾奶奶的重
担就落到了妈妈身上。妈妈一边要照顾年幼的
我，一边要照顾生病的奶奶，还要马不停蹄地工
作上班。在妈妈的细心照顾下，奶奶的身体渐渐
好起来。妈妈告诉我：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
之恩。我们要懂得感恩，孝敬父母。

此外，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也是我们家的家
风。爸爸时常叮嘱我们做人要朴素，内在美是大
于外在美的，不要和同学盲目攀比，要注重提高
自身的修养。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去饭店吃饭，
年龄尚小的我和弟弟不懂事，拿起菜单就一顿乱

点，爸妈真以为我们要吃，也没阻止。后面菜上
来了，我们开始很兴奋，但毕竟只是三分钟热度，
才吃一小碗饭就嚷嚷吃不下了。一看菜还有一
大半没动筷子。爸爸说：“你们看看，点了这么多
菜不吃，要节俭呀！孩子，不是不可以用钱，而是
要养成勤俭节俭的好习惯！”我们听了以后很惭
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大手大脚地花钱了。

好的家风才能铸就好的家庭，俗话说：家和
万事兴！一家人和睦相处，互相理解，互相包
容。这样的家庭，才是幸福美满的家庭。

金水区南阳路第二小学 陈玥彤
辅导老师 常雪芹

点评：文章语句优美，内容生动，通过具体的
事例展现优良家风的重要性，情感丰富而真实，引
人深思。

家风在我心
无规矩不成方圆。中国是礼仪之邦，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至

今，深深铭刻在中国人的心中。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

从会说话就会背的诗，也不知从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座右铭，每当
吃饭时就想起这首古诗，特别是吃米饭，我习惯把碗里的米饭吃
得一粒不剩。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吃我吃剩下的东西，原来还
以为妈妈胃口那么大，多少都能吃下。现在明白了，妈妈那是不
想浪费粮食，是“勤俭节约”的家风。

爸爸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百善孝为先”，妈妈也常
常教导我对邻居的爷爷奶奶要有礼貌，见到小朋友要会分享，他
们也用实际行动影响着我。今年 8月的一天傍晚，奶奶因病住
院需要动手术，爸爸和大姑在医院照顾奶奶，妈妈又接到外婆身
体不适的电话，妈妈把我和弟弟安排好后，着急忙慌地出门了。
照顾两岁弟弟的任务第一次落到我身上，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
了。我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弟弟喂饭、洗澡、哄睡觉，妈妈很不放
心地打了好几次电话，终于在深夜12点左右妈妈拖着疲惫的身
体回来了，妈妈欣慰地亲吻了我的额头，说：“你真棒，长大了。”
能为妈妈分担一些家务事也是我最开心的。这是“尊老爱幼”的
家风。

妈妈也会用身边的事例告诉我，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关
爱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见长辈要有礼貌，应该主动打
招呼。做错事的时候，要勇于承认，不能撒谎。妈妈积极与我们
班里小伙伴的家长们沟通互动，给我创造了各种良好的学习和
玩耍环境，让我的学习越来越有动力，也让我明白了“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的道理。

这些家风家训，是自古以来存在每个人心中的。我希望我
家的家风，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中原区淮河路小学 杨靖懿
辅导老师 李 佳

点评：小作者取材真实生活，用例恰当，段落分明，动作心理
描写具体、生动，语言朴实而含义深刻，耐人寻味。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诗，我们耳
熟能详，在我牙牙学语时，父母就在我耳边当作

“摇篮曲”读给我听。我慢慢长大，对这首诗有了
更深的理解——珍惜粮食，节约粮食！可谓是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啊！
记得有一次，午饭过后，我把一个又大又黄的

玉米给扔了。爷爷看见了，立刻把玉米捡起来，用
水冲洗干净。然后转身严肃地对我说：“你过来，
你看这美味的食物扔了多浪费！以后你吃饭少量
多取，不能浪费农民的汗水！要不是他们的辛勤
劳动，哪来的我们餐桌上的美食。换句话说：倒掉
的是剩饭，流走的是血汗。”听了这些话，我羞愧地
低下了头。爷爷接着说：“节俭朴素，人之美德。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我反思片刻，爷爷这
句话，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心中。后来，我还是把
那根清洗干净的玉米当作了我美味晚餐。

后来，我经常提醒身边的朋友。出去吃饭的
时候，看见有人点了很多饭菜，最后都剩下了。

我会轻轻地走到他们身边，建议他们把剩下的食
物打包带走。在学校用餐时，我会经常提醒同学
少量多取，尽量不要浪费食物。有时候会有同学
不理会，我仍然耐心地劝导，并自己做好表率。
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大家真的有所改变。
看到这些，我又回想起爷爷说的话，心中不禁感
慨万分。

爱惜粮食是一种好习惯，我很感谢长辈对我
的教导，我要继续传承和发扬节俭的家训，让节
俭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成为一种时尚。

管城回族区银莺路小学 胡宇轩

点评：小作者通过爷爷对他的教诲，将珍惜粮
食的优良家风铭记于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号召
身边同学一起珍惜粮食，厉行节约。

良好家风助成长

家和万事兴

珍惜粮食 厉行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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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好家风代代传代代传
中原区锦艺小学 寇子杨

辅导老师 梁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