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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的我，最常从父母、老师处听到的词便
是“自律”。疫情来得毫无征兆，学生们进入居家学
习时期，自律便成了这一特殊时光里的关键词。在
这期间网上不乏“特长生居家刻苦训练”“在路边蹭
网的少年”一类新闻。这些自律奋斗者的奔跑身
影，总是让人肃然起敬。对此，我想说：“有自律者
事竟成。”

自律，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听
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
布置给学生一项作业，要求每人每天摆臂三百下。
十天后，没有一个人放弃；五十天后，只剩下一半的
人仍然坚持着；一年后，只剩下一个青年依旧每天
完成这项作业，那青年就是柏拉图。由此可见，自
律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所有人都有能力完
成三百次摆臂，然而大多数人却不够自律，没能坚
持到最后。而那最自律的青年柏拉图，最终成了不

亚于其老师的哲学家，这与他强大的自律心是密不
可分的。从中不难得出结论：要想取得成功，自律
是不可或缺的素养。

那究竟要怎样才能做到自律呢？古今中外不
乏自律的典范，各人的自律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
家喻户晓的头悬梁锥刺股，美国“见过凌晨四点的
洛杉矶”的科比，日本每天上午写作下午锻炼的村
上春树，他们虽然以不同的方式自律地生活着，但
却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对自己的理想有着深
深的执着，或执着于功名，或执着于事业。正是这
份执着催生了他们形形色色激励自己的方法，以
达成同一个目标，那便是实现自己的梦想。正是有
所坚持，有所执着，人才是自律的人！

我作为一名经历过“网课时代”的学生，同样对
自律深有感触。缺少了老师的监督，面对着手机或
电脑，有人选择了利用更加便利的互联网辅助学

习，有人却点进了游戏网页；是自律使得人与人之
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居家学习的四个月里，我
校有同学网上学习时间竟累计达数万分钟，而个
别同学连基本课程都没能学完。同在一个学校，
在同一起跑线跑出的学生，竟有如此大的差距！
若问这是为什么，我只能说：这是自律的人与不自
律的人的区别。自律的人始终着眼于前，不懈奔
跑；而不自律的人却不思进取，满足于原地踏步。
自律者终将抵达人生的顶峰，而不自律者终将一
无所获。

时代在变化，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可以在这高科
技的环境中当寄生虫。无论何时何地，命运都不会
亏待自律的每一个人。有句古话说得好：“行百里
者半九十。”咬咬牙，奋力完成剩下的十里吧。不要
担心努力会白费，因为有“自律”者事竟成！

（指导老师 周秀燕）

往年的端午节，我家都是买
现成的粽子，我从来没见过粽子
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还长角？

今年家里准备了包粽子的食
材，总算可以如愿以偿亲身体验
包粽子的乐趣了。

粽子种类很多，花生粽、豆
粽、果干粽、肉粽、碱粽……真是
五花八门。漳州大部分是肉粽和
碱 粽 ，而 我 最 爱 吃 的 当 然 是 肉
粽。眼前的食材有事先卤好的香
喷喷的五花肉、金黄的板栗、亮澄
澄的咸蛋黄以及炒得香喷喷的糯
米饭，旁边备着绿油油的粽叶和
绑粽子用的长长的席草，还透着
淡淡清香呢。

妈妈和大小舅妈已经有说有
笑地着手开始包粽子了，我也跃
跃欲试，学着她们的样子，先拿出
二片鲜绿的粽叶，上下叠加，拗成
漏斗状。然而，就这第一步就把
我难倒了，无论我怎么拗，就是成
不了形，粽叶也被我拗得皱巴巴
的，我有点泄气，想要放弃，但又
不甘心，我看着粽叶在舅妈手里
那么听话，就那么一扭就成了，看
似特别简单，我又仔细观察了一
番，原来我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大
小也没把握好，经过几次三番的
失败，终于完成第一步。

紧接着，先舀一勺糯米放进
“漏斗”，然后依次放进五花肉、
板栗和咸蛋黄，再舀一勺糯米填
满剩下的空间，此时，我又犯难

了，要给粽子封口了，我左手抓
住“漏斗”，右手把粽叶末端往下
封口，可就这一瞬间，粽子总是
变了形，散了架，糯米撒了一地，
我气急败坏，刚建立的信心又垮
了，妈妈见状，又耐心鼓励我，我
仍然一肚子闷气，这包粽子可真
不好玩。

看着大人们其乐融融，不一
会儿桌上的粽子越来越多，我不
服输地站起来，不行，我今天一定
要包个像样的粽子。我又重复了
一遍刚才的步骤，这一次，我格外
小心，不再用蛮力，而是依着大人
们的样子，把粽叶末端封口后，用
手指往两边向下包裹“漏斗”，然
后再把多余的叶子往回掰，腾出
右手，拿起一根长长的席草，把粽
子紧紧地裹了三圈，小心翼翼地
打上结，终于，一个在我看来完美
的长着四个角的粽子呈现在眼
前，内心充满成就感。

我把我包的粽子做上记号，
放上第一锅蒸笼。30 分钟后，热
腾腾的粽子出锅，我找出我包的
那个粽子，迫不及待地打开，咬上
一口，糯米混着肉香和栗子香，填
满了整个嘴巴，特别满足，觉得今
年的粽子特别好吃。

在传统的节日里吃着美味的
传统食物——粽子，与此同时，我
们也一定不能忘记伟大的爱国诗
人屈原。

（指导老师 林秀芳）

妈妈：
您好！
妈妈，我觉得您是个“坏妈

妈”！
您是一个“懒惰”的妈妈。比

如您总是让我在寒暑假时为您做
早餐；您做饭菜时，总让我帮忙切
菜、洗菜；之前，我们一起到爸爸
单位的食堂吃饭，我不敢去跟食
堂的阿姨多拿一个碗装汤，想让
您帮忙，您就是不肯，非要我自己
去拿，我只好壮着胆子跟食堂阿
姨拿了一个碗。

妈妈，您喜欢“享受”。经常
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和化妆品，
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还经常去
跳瑜珈；一有时间就带我出去吃
喝玩乐，带我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经常去看电影，每年的假期去旅
游……

妈妈您也很“自私”。您经常对
我说：要先对自己好，再对别人好！

慢慢大长了，我明白妈妈您
的“坏”其实是对我的好。

您的“偷懒”是让我学会做家
务，学会独立。我现在煮的麦片
粥 可 好 吃 了 ，您 吃 了 后 连 连 称
赞。我切萝卜丁又快又细，比您
切得还好。我之前一直不太敢跟
陌生人打交道，自从您“逼”我跟
食堂阿姨拿碗后，我变得大胆了
不少呢！

您带我“吃喝玩乐”，是让我
学会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并从中
学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每当您带我去吃美食，我就觉得
生活真的很美好，就算遇到什么
不如意，我们还有很多快乐的事
情可以做。从幼儿园开始，您就
带我去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我
学到了很多知识，并掌握了很多
旅游的技能。比如乘动车、飞机
时，可以很快地找到我们乘的那
班车（飞机）的入口处（登机口）在
哪儿，进了动车（飞机）很快就找

到了座位。您还经常带我去看
电影，每次看完电影，您都会和
我热烈地讨论起电影的情节，讨
论 从 电 影 中 学 到 了 什 么 道 理 。
现在我每看完一部电影都会写
一篇短短的影评，准备写成一本
影评集呢！

您的“自私”，是因为您想告
诉我一个心理学的道理：一个人
只 有 先 管 理 好 自 己 ，照 顾 好 自
己，才有能力更好地帮助别人。
所以要先爱自己，再爱别人。您
还 教 我 很 多 情 绪 管 理 的 妙招。
比如遇到生气、悲伤、焦虑时要怎
么化解这些坏情绪。您常说：“要
先让自己快乐起来，才能给别人
带来快乐。”

其实我知道妈妈您是一个
有 爱 心 并 勤 奋 工 作 和 学 习 的
人。您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
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您教
会学生很多心理学知识，并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很多有心理
问 题 的 人 解 除 心 理 上 的 痛 苦 。
您 对 我 说 要 做 一 个 能 帮 助 别
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要好好
学习本领，要终身学习，活到
老学到老。所以我现在一有空
就看书，从书中学到丰富的知
识，并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生
活上碰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
用它来帮助别人。

您除了在生活上照顾我，在
学习上指导我，还教会我很多课
本上没有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所以您尽管看起来有些“坏”，但
是我却非常非常地爱您！

妈妈，我想对您说：“妈妈，如
果有下辈子，我来当您的妈妈，您
当我女儿，让我好好地爱您！就
像您现在爱我一样！”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您的女儿：湉湉

2019.8.30
（指导老师 戴曼华）

月色正浓，农田里的蛙鸣不绝于耳。
我就躺在姥姥最爱的藤椅上，望着众星捧
月的夜幕，恍惚间看见了姥姥的笑颜。“孙
女，吃饭喽。”姥姥温柔的嗓音在耳旁响
起，我猛回头——是奶奶。泪水在眼眶中
打转，我抬头望着星星，不让眼泪落下，却
阻止不了想起与姥姥相处的点点滴滴。

“囡囡呀，上课要认真，路上要小心。”
姥姥温柔的声音及温柔的动作与我不耐
烦的眼神，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画风，却在
这栋老房门前日复一日地上演。

当时的我正值叛逆期，如一只刺猬，
竖起身上的刺，包围自己，隔绝外界，而姥
姥只是用温柔的动作包容我，但这使我更
烦恼，日子就这样溜过去了。毕业考完后
回到家中，往常的饭菜香不再飘起，我嗅
到了一丝不安，连忙冲出家门，焦急地寻
找姥姥。我挨家挨户地询问，他们却说不
知道。正值中午十二点，日头正毒辣，我
却感受不到热意，四处寻找无果。正当我
打算找民警叔叔帮忙，忽然眼前一条公路
上围着少许人，我觉得再问问吧，却在扫
了一眼后，整个身体僵直了，那是姥姥早
上穿的衣服，也可能有跟姥姥穿的一样，

“镇定。”我心存侥幸地想，便连忙上前查
看，证实了我的想法，看到的人是姥姥，真
的是姥姥，我的动作机械起来了，带动着
心脏也是如此，我的眼睛是血红色的，身
体开始头重脚轻。“娃娃，那老人是你家人
吗？”我分不清谁问的，只是机械地点了点
头，呆滞地望着那苍老的脸庞，我感到了
无尽的难受，却是一滴泪也哭不出来，我
不顾众人的看法，紧紧地抱住姥姥。脑中
不知怎的，怎么浮现了姥姥与我的点点滴
滴的画面，从我出生到 12 岁，姥姥慈祥的
面庞总在每个画面出现。不知坐了多久，

“小朋友，”一名男子在我耳旁响起，“别难
过，一切会好起来的。”我勉强认出他是民
警，“小朋友，把老奶奶给叔叔吧，叔叔请
你吃糖。”民警叔叔温和地对我说，我下意
识地抱紧姥姥，好像惊惶不安的兔子，但
还是把姥姥给了民警叔叔，因为我知道这
是姥姥最好的归宿……

姥姥的藤椅就被我搬到了奶奶家，没
事时我总爱躺在上面，望着天空，想着姥
姥，年少时的刺，被姥姥的温柔磨掉少许，
又被姥姥的死拔掉了所有。我时常告诫
自己，因为叛逆期的不耐烦失去了一位亲
人，不能再肆意妄为，珍惜每位亲人。

时间总是在加深我对姥姥的思念之
情，总在提醒我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物
——姥姥的温情。我希望我不再忽略任
何事物，毕竟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事物。

点评：小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悟
出一个道理，难能可贵。叙述时语言流
利、通顺，重要的是能写出自己的真情实
感，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对姥姥的思念之
情。语言朴实无华却是真情所致。

（指导老师 黄宝春）

推开门，扑面而来的是灿烂的阳光和骇人的热
浪，远处传来了街道的喧嚣，菜贩子的叫卖声和汽
笛的鸣叫。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合上了，隔绝了
那个充斥着冷空气的、舒适安全的小小的私人空
间，我知道我已踏入了公共区域，一个充斥着人和
物，人们互相协调共存的世界。

走出小区，马路上缓慢流动着由小汽车和电动
自行车组成的早高峰“泥石流”。卖花的、卖菜的、
卖便宜衣服的、卖苍蝇贴的小贩把摊摆在路旁，摊
上的喇叭声此起彼伏，音量不是很大，听起来却有
锣鼓通天气势。人行道上，几个年轻人骑着共享单
车，在不远处一条汽车进不去的安静岔道上，一个
环卫老爷爷驾驶着一辆颤悠悠的环卫车，车子所带
有的自动扫地功能正不紧不慢地清扫着道路上的
落叶。

走到公交站台，当早高峰“泥石流”散去的时
候，我等来了我要搭的公交车，目的地是在龙文行

政服务中心对面的一个文化中心。车上的人很少，
在投完硬币后我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下，在驾驶员
座位旁都有一个透明的挡板，那是在出现了多起乘
客袭击驾驶员的新闻后装上的。

到了终点站，这里远离了市区，空空荡荡的道
路显得此处异常偏僻。在文化中心建筑群对面尘
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早已开始一天的劳
作。我进了文化中心里的图书馆，在借阅室挑了本
书，进了自习室。

自习室很静，已经有了好些人。他们有的是和
我一样来这儿看书的，有的带着电脑来办公和学
习。我的对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大姐姐，桌上摆着平
板电脑和厚厚的笔记，我看到她从自习室的存储柜
中取出了一个大靠枕和小电风扇，一看就知道是这
里的常客。在邻桌有一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正愁
眉苦脸地在妈妈的监视下写着她的暑假作业。有
家长带着更小的孩子来这儿借书，有时小孩高声叫

嚷，家长便急急忙忙地制止，说：“不要吵，大哥哥大
姐姐在这儿看书呢。”

中途路过休闲阅读区，意外地发现有个女生正
在和一个男生接吻。在稍晚些的时候，听到了楼下
传来了悦耳的唱歌声和小提琴的伴奏，看到楼下的告
示才知道，今天这儿有一个教师合唱团举办的巡演活
动，穿着长裙的合唱团员正在一楼的大厅排练。

十一点三十分，我离开图书馆，去搭了十一点
四十分发车的 B13，公交车的驾驶员仍是早上带我
来的那一个。公交车发动了，它将开过较偏僻的农
村地区，到热闹的市区，到小区前的公交站台。我
将再次踏进家门，回到我的私人小空间。

点评：随着小作者的脚步，读者仿佛跟着她走
出家门来到街市，搭上公交车，到图书馆一游，然后
回家，描述的细节画面感强，且随着环境的切换，

“公共”意识也体现其中，布局巧妙，语言流畅。
（指导老师 高良连）

包粽子
通北中心小学 五年（2）班 林昱辰

我爱我的“坏”妈妈
芗城实小 二年(6)班 李逸湉

自 律
漳州一中 高一（6）班 吕云晰

忽略的
往往是最重要的

漳州三中 八年（6）班 高婕颖

公共世界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九年（1）班 曾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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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行楷） 漳浦旧镇中心学校 陈丹凤 书

拒绝毒品（手抄报）

华安县沙建中心小学 六年（3）班 周呈英 （指导老师 高小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