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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同学们，你们见过穿山
甲吗？我虽然没见过，但是今
年暑假，我读了一本关于穿山
甲的好书，叫《你好，松果》。通
过作者精彩生动的描写，对穿
山甲一无所知的我，也有了一
些了解。

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叫林
果的小男孩由于爸爸妈妈工作
繁忙，总是住在爷爷奶奶家。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经过小伙伴以及林业大学
退休的教授爷爷的仔细辨认，
发现这居然是一只小穿山甲。
因为小穿山甲经常缩成一团，
所以给它取名为“松果”。

穿山甲作为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个人是不能饲养的，爷爷
喊来了几个学生，经过讨论，暂
时将穿山甲留在爷爷家的地库
里，林果每天给它喂蚂蚁、牛
奶，照顾得可细心了。可是有
一天，松果居然不见了，就像它

出现的那么突然一样。林果着
急坏了，爷爷也给所有邻居打
了电话，但依然杳无音信。林
果好多天都闷闷不乐，做什么
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小松果的
影子总是似有似无地浮现在眼
前。过了一段时间，当林果快
要淡忘此事的时候，电视上播
报了一则新闻，警察抓住了一
个盗猎团伙，缴获了 17只珍贵
的穿山甲，松果就是其中的一
只。知道松果获救了，林果也
长舒了一口气。

这本书让我了解了穿山甲
的生活习性，它们爱吃蚂蚁，一
只成年穿山甲能让一片 250亩
的森林免受蚁害，被誉为“森林
卫士”。穿山甲是人类保持生
态平衡的好伙伴，我们不该捕
捉它们，更不该倒卖、杀害它
们，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指导老师 朱春蓉）

读《你好，松果》有感
——“森林卫士”穿山甲

京口实小四（2）班 高槿颜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苏叔阳先
生写的《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读完
这本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何
其有幸生于盛世华夏。

中国，这是一个有久远历史，被
所有中华民族子孙认同，更有着无
限灿烂前程的名字，做一个中国人
该当自豪。阅读了这本书后，我了
解到我国疆土的形成及地势、气候、
物产等方面的特点，以及我们有生
命力的文字、传统伦理道德和优秀
的军事文化。

我们的祖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
的变化，航空航天技术、高速铁路、
天眼导航、生态环境建设……妈妈
告诉我，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巨变，这离不开许许多多为之奋斗
的民族英雄。一生致力于水稻培育
的袁隆平爷爷、报效祖国的“两弹一
星”钱学森爷爷、八十高龄仍奋斗在
抗疫一线的钟南山爷爷、呕心沥血
培育祖国花朵的张桂梅阿姨……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坚信，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明
天一定会更加富强，更加美好！让
我们携手共进，迎接新的文明，新的
灿烂！ （指导教师 朱春蓉）

生在华夏，爱我中华
京口实小四（2）班 钱俞欣

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
着我去常州恐龙园游玩。一
路上，我兴奋极了。

到达常州恐龙园，我们先
去了恐龙研究所，看到里面摆
放着大大小小研究恐龙的机
器。走着走着，工作人员给了
我们一副眼镜。我们坐上观
光车，戴上眼镜，看到了各种
各样的恐龙模型，感觉自己来
到了恐龙世界。一边看一边
感受车子在晃动，还有水洒在
了我们身上。我小声地跟爸
爸说：“我有点儿害怕，感觉恐
龙跑到我面前了。”爸爸说，这
是 3D 效果，就是有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
我们还来到了恐龙博物

馆，看到了恐龙化石，有三角
龙、霸王龙、甲龙、鱼龙……其
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角
龙，它的头上、背上有很多尖
尖的角。博物馆外就是游乐
场，我玩得很开心。到了晚
上，花车巡演来了，穿着表演
服的小姐姐和小哥哥们一边
走一边跟我们握手，花车上还
有各种各样的恐龙展示。花
车巡演结束了，我开心的一天
也结束了。

（指导老师 戴跃华）

游常州恐龙园
镇江新区平昌小学二（5）班 沈鑫瑶

眼看着忙碌而充实的暑
假就要过完了，我和爸爸妈妈
还没有长途旅行。好想出趟
远门啊！爸爸和我的想法一
样，可是妈妈工作很忙，哪儿
也去不了。我有点儿不甘心，
还是和爸爸讨论了一下“去哪
儿玩”这个话题。我们一起在
地 图 上 查 找 。 云 南 ？ 海
南……“我们去张家界吧！”爸
爸提议。“好呀！”我兴奋地说。

这次旅行真的是“说走就
走”！妈妈不放心我俩出门，
再三叮嘱注意安全。爸爸在
网上预订好了机票，我们坐飞
机来到美丽的张家界，玩了很
多地方，黄石寨、天子山、黄龙
洞、大峡谷、袁家界、杨家界、
天门山……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张家界的大峡谷景区。

在张家界大峡谷，穿好鞋
套，走上玻璃桥，从千米高空
俯视大峡谷的美景，哇，好壮

观啊！我感叹着。只见脚下
郁郁葱葱，有一些岩石从崖壁
凸出来，上面还有形态各异的
纹理。再往右边看，发现了一
个洞，里面栖息着几只小鸟。
我们下了玻璃桥，坐着依山而
建的电梯到了滑梯那里。我
套上一件增加摩擦力的衣服，
一屁股坐在滑梯上，把脚抬起
来，“哧溜”一下就滑了下去。
我滑得速度飞快，不时抖一
下，这是我坐过的最长的滑
梯。紧接着，我们坐上一艘小
船，小船在小河里慢慢地漂
着，小河虽然深，但清澈见底，
我把手伸进水里，顿生一丝凉
意，感觉河水把夏日的炎热都
带走了。

张家界之旅在惊叹、愉快
中结束。不过，直到现在，美
丽的张家界，依然是我最向往
的地方。

（指导教师 李祥娣）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市实验小学五（2）班 仲奕辰

在云南香格里拉，有一个
让神仙都羡慕的地方，它位于
玉龙雪山的谷底，因为地理位
置特殊，被分成了四个景色优
美的湖，它就是——蓝月谷。

下了缆车，来到谷底，只
见一道瀑布翻滚着白色的浪
花，飞溅着似玉如银的水珠，
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霞光，迸发
出春雷般的响声，气势雄浑而
磅礴，豪迈而坦荡。一颗颗璀
璨的水珠最终汇聚在平静的
玉液湖中，像神仙高举酒壶，
向杯中斟满了美酒。

赏完玉液湖，沿着湖边小
径继续前行，镜潭湖就映入眼
帘，宛如小家碧玉，小巧玲珑
又温文尔雅，湖面并不宽阔，
却出奇的平静，哪怕有凉风掠
过，都没有一丝涟漪，像一面
镶着宝石的镜子，让我不禁感
叹大自然的神奇。沿着湖面
向远处望去，我惊喜地发现镜
潭湖像一幅层次分明的水彩
画，靠近湖边的是浅蓝色，越
往湖中间，颜色越深，逐渐变
成深蓝色，不知道是玉龙雪山
衬托着蓝月谷，还是蓝月谷点
缀着玉龙雪山。

在镜潭湖拍完照后，我们
继续步行向前，不多久就来到
了蓝月湖，此时的蓝月湖宛如
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地卧在
其他湖的边上，这里的水流很
慢，微风拂面，片片树叶仿佛
扁舟在湖水叮叮咚咚的音乐
中漂荡，一切都是那么温和、
美丽、自由。湖面之下，大片
大片的水草生长其间，从上往
下看，它们又像一片一片的森
林，只不过是迷人的水下森
林。

离开蓝月湖，继续向前，
我们就到了听涛湖，这里的湖
水，因为与上一个湖形成了阶
梯状，就发出了叮叮咚咚等响
声。这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
低，有时候还会变得特别急
促，因为景色优美，又带着湖
水动听的声音，故而得名“听
涛湖”。

蓝月谷，这是一个美丽
的、神奇的、梦幻的地方。它
是一个峡谷，景却比玉龙雪山
还美；它是一个湖泊，让人赞
叹不已；它更是非物资文化遗
产，是大自然创造的奇迹！

蓝月谷
中山路小学四（7）班 梅锦昆

一睁眼，妈妈就笑眯眯地告诉
我，今天我们要去海驴岛，坐船喂海
鸥，我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在码
头排队的时候，我兴奋地向前跑去，
探头探脑地张望着。明明才过了几
分钟，却好像过去了几个小时那样漫
长。

终于，轮到我们上船了，我激动
地登上第三层甲板，远远地发现一群
海鸥向我们飞了过来，它们的嘴尖、
翅膀边缘和尾巴是黑色的，其余的身
体都是雪白雪白的，导游说，这是威
海特有的黑尾海鸥。它们好像敏锐
的侦察兵，发现了我们手中的火腿
肠，紧跟着我们的船只，不停地盘旋
着。我使出浑身的劲儿，用力抛出手
中的火腿肠块儿，有一只黑色海鸥好
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了重围，一下
子叼住了火腿肠，它拍拍翅膀，像胜
利者一样飞走了。

接着，我又扔了一块火腿肠，这
一次，火腿肠掉进了海里。我正想着：
真可惜，浪费了。就发现有几只海鸥
争先恐后地滑翔到海面上，精准定位
到火腿肠的落水处，把头伸进水里，去
叼火腿肠，只有尾翼露在海面上。“海
鸥的视力可真好，这么小的火腿肠，又
是在海里，它都能找到，这可真是‘大
海捞针’的本领。”我不禁赞叹道。

环游了海驴岛一周，我们踏上了
回港口的路程。这时我才发现，漫天
的海鸥已经飞往另一艘载满乘客的
轮船，它们可真是贪吃的“海上小精
灵”！

海驴岛的小精灵
中山路小学二（7）班 彭圆梦

焦山被誉为书法之山。焦
山碑林占地面积 7000 多平方
米，文化气息可以说是非常浓
厚。

走进碑林，我初步了解了
碑刻，一幅幅古人的书法呈现
在眼前。一路观赏着魏法师
碑、乾隆御碑、兰亭集序、《兰亭
序帖》、《三游焦山》七绝诗、禹
迹图等石刻。其中最值得一提
的非“魏法师碑”莫属。“魏法师
碑”是一只大乌龟驮着一块石
碑的形象，到了焦山碑林可别

认错了它呀！
“瘗鹤铭”是王羲之所作，

他喜欢鹅，把鹅和书法融为一
体。为了这传世之作，清康熙
年间知府曾带人打捞并获得了
成功。21世纪初，中央电视台

“探索与发现”栏目曾报道了打
捞实况，但这次打捞以失败告
终。

在焦山碑林，与历史对话
的同时，我感受到了古人惊人
的技术。

蜚声江左的焦山碑林
中山路小学三（1）班 邵文欣

我的暑假生活（五）

镇江外国语学校八（18）班 赵智妍 指导老师 方润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