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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小草从泥土里探出了头，桃花绽
放着粉红的笑脸，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在这个
美丽的春日，小明、小丽和小东来到了郊外的草
地上，准备放风筝。

天上飞舞着各种各样的风筝。 “老鹰”在天
空中自由地翱翔，“蜈蚣” 欢快地扭动着长长的
身体，“金鱼”神气地摆动着飘逸的大尾巴……

远处，一家三口在放风筝，小男孩儿的彩色
三角风筝飞起来了，快乐的笑声不绝于耳。

小东迫不及待地拿出燕子风筝， 把风筝高
高举过头顶。小明一手拉着风筝线，一手拿着线
轴，迎着风边跑边扭头看着风筝。 “有风啦！ ”小
明大声喊道。小东听到指令，立刻把风筝往空中
用力一抛，“小燕子”稳稳地飞上了天空。 “飞起
来啦！飞起来啦！”小东高兴得手舞足蹈，小丽也
拍手喝彩。看着“小燕子”越飞越高，大家的心里
都乐开了花。 （辅导老师：李盼盼）

春日放风筝
小记者：蒋汉森 周口市第三实验学校三（1）班

我的妹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一张能
说会道的樱桃小嘴，非常惹人喜爱。

她的心里藏着很多小问号。 她每天都会问我几
个问题，有时问的问题非常简单，有时也会问一些
很难的问题。 如果她问的是简单的问题，我几乎能
对答如流；如果她问的问题很难，我就回答不上来
几个。 比如她问我五个很难的问题，我最多只能答
上来一个。

有一次她问我：“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呢？ ”我对她说：“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知道。 ”她又
去问了好几个人，可他们也都不知道。

我看她有点失落，就对她说：“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其实知道 ， 但是要等到你 10 岁时我才能告诉
你。 ”听到我这么说，她开心地笑了。

她就是我的“小问号”妹妹张洛宁。
（辅导老师：李江丽）

我的“小问号”妹妹
小记者：张谨诗 周口市第三实验学校三（5）班

按照老一辈的说法 ， 每年五月初五午时 ，三
“五”相重，所以又叫“重五之日”。 这时，所有妖魔鬼
怪、毒虫毒物都出来活动，所以大家会佩戴药包、香
包来避邪，俗称“压午”。 在古代，龙的力量非常强
大，人们在这一天通过赛龙舟等方式，祈求龙王保
佑，不受毒魔侵害。 所以，端午节也叫“祭龙日”“五
毒日”，是一个祛邪避毒的节日。

战国时期，楚国大臣屈原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侵
略，为了不成为投降者，他在五月初五这天投进了
汨罗江。 屈原死后，人们把米团丢进江中，希望鱼虾
吃饱后，不再去咬屈原的身体。 所以，端午节也成了
人们纪念屈原的节日。

每年端午节，奶奶都会包粽子。 前一晚，奶奶把
糯米、绿豆、莲子、红枣泡好。 第二天，奶奶将粽叶折
成漏斗状，在“漏斗”底部放一颗红枣，再往“漏斗”
里放一层米，放入绿豆、莲子，再放一层米，然后用
剩余的叶子盖住“漏斗”口。 奶奶多加了一片叶子，
把粽子裹结实点，最后用湿马莲草拦腰捆好，一个
粽子就包好了。 粽子全部包好后，可以上锅蒸了！

粽子蒸熟了，我立刻拿起一个粽子，但又立马
放下了，因为它太烫了！ 为了吃到粽子，我只好耐心
地等粽子放凉。 粽子终于可以吃了，我拿起一个粽
子，拆开叶子咬上一口，粽叶的清香夹杂着米香和
各种果仁的香味，真好吃呀！ （辅导老师：孙成荣）

庆端午
小记者：王时予 周口市汉阳路学校四（5）班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大鼓……”天刚蒙
蒙亮，这首熟悉的童谣在我耳边响起，提醒我今天
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睁开眼，妈妈正站在门口喊
我：“快起床，来包粽子啦！ ”我顿时睡意全无，一骨
碌爬起来，飞快地穿好衣服。

厨房里，爸爸已经把粽叶洗得碧绿透亮。 桌上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材料：碧绿的粽叶、雪白的
糯米、红艳艳的枣子、晶莹的葡萄干……

妈妈开始示范包粽子：只见她将两片粽叶卷成
锥形，填入馅料，再用棉线缠绕固定，一个漂亮的粽
子就诞生了。

“这还不简单！ ”我边说边信心满满地拿起粽
叶。 可谁知，看似容易做起来难，我不是米放多了漏
出来，就是线缠不紧散开了，好不容易包好一个，粽

叶又破了。 看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妈妈鼓励道：“别
着急，慢慢来。 ”在妈妈的指导下，我终于包出了第
一个像样的粽子。

蒸笼里的粽子飘出阵阵清香，我迫不及待地尝
了一口。 软糯的米粒中夹着甜甜的红枣和葡萄干，
真是好吃极了！ 吃着粽子，妈妈给我讲起了端午节
的来历：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投汨罗江殉国，百
姓划船打捞，并向江中投掷米团，希望鱼虾不要啃
食他的身体。 这个感人的故事，化作了延续千年的
端午习俗。

这个端午节，我不仅学会了包粽子，更懂得了
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意义。 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

（辅导老师：马洁琼）

传承里的温情
小记者：段舒馨 周口市实验小学三（2）班

小记者：宋嘉铭 周口市实验学校一（1）班

小记者：刘琪 周口市实验学校二（6）班

小记者：赵韵翔 周口市汉阳路学校二（4）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