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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树的故事
乐山海棠实验中学八年级5班 杨爽

指导老师刘波

梧桐叶落的季节，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那棵立在窗外六年的梧桐树，高大魁梧。

那一树星星点点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梧桐花，如
同我的七彩童年般美丽。

可好景不长，你还是拉着行李箱走了，留
下了我和父亲，就在梧桐叶落的季节。

曾经我最喜欢的季节，如今变成了我最讨
厌的季节。

屋里很闷，掀开窗帘，远山在缭绕的云雾
中若隐若现，没有悦耳的鸟鸣，没有田间地里
农民劳作的声音，只有一片朦胧的青色，我甚
至在想，古人所热爱的田园生活也不过如此。
纵使我生活的这个村落有小桥，有流水，有青
砖，有黛瓦，可这看似新鲜的空气，还是让我无
法做到深呼吸。

最向往的还是一大片金色的麦田、转动的风
车、一望无际的田野，可以让我在此间徜徉，我可
以肆无忌惮地张开双手拥抱蓝天，我可以拉大嗓
门一边喊叫一边奔跑，可这一切只在梦里出现
过。记忆被眼前的梧桐叶拉回，心中顿生凄凉。

是的，花开的时候，鸟儿都去了，但是我却
错过了。我只记得，那个叶落满地的秋，我脚
踩着枯黄的落叶，一直追，一直追，也没能将你
挽留，之后的每一年，我来到这里，都会徘徊许
久。我也曾有过一片小小的天地，泥泞的小路
上，小小的平房里，宁静的田野上，掘开土便能
看到泥鳅，雨后就能听见蛙鸣。可如今，那个
敢爱敢恨的我，那个渺小到尘埃里却坚定地想
要开辟出一片小天地的我，那个大大咧咧的
我，去哪儿了？

我想要的，是陪伴。可他们，并没有给我。
一棵树，两个人，三只猫，就这样陪我走过

每一个秋季。当我习惯了这简单的生活时，却
又被另一个人来打扰。那段时间的我，极度缺
乏安全感，我开始任性，开始不听招呼，我好不
容易建立起来的小天地也被他们抢走了。每
次受伤，我都会来到这棵梧桐树前，无论寒来，
无论暑往，它都坚强地挺拔在那里，像沉默不
语又循循善诱的老者，给予我安慰、力量和勇
气。我知道，它是我的信仰。

时光飞逝，我已来到城里读书，一年也就只
能回去一次。猫还是那三只，只是老了许多，我
看着他们懒洋洋地在地上打滚，无忧无虑；树还
是那一棵，只是多了几圈年轮，我抬了张小板凳
坐在树荫下憩息，不刺眼的阳光从树林的罅隙
里透射下来，一切还是梦幻般地美好。遗憾的
是，这些都是记忆中的那些“曾经”。

我再也找不回心中的那棵树了。
无论时间有多么久远，也磨灭不了我对

那小小天地的念想。花开的时候，我还
是会去看的，毕竟一年只有一次，就算
已经物是人非，树下依旧是那枯黄的
梧桐叶，也是从不落寞的秋。

我的小豌豆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三年级E班 宋梓馨 指导老师 刘叶

这天，我们科学课学习了有关土壤的知识。老师说种植物可
以保护土壤。于是，我放学回到家，决定也种一种植物，但是种什
么好呢？我思前想后，终于想到了，就种豌豆吧！我来到厨房，先
拿了一颗豌豆，再拿了一个透明的盒子，然后来到外面，从花坛里
装了一些土，还放了一条蚯蚓在里面。我回到家把豌豆放进了土
里，又用水壶给豌豆浇了点水，就心满意足地去睡觉了。

有一天，我吃完早饭准备出门上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豌
豆长出了豌豆苗。豌豆苗有两片小叶子，就像一对翠绿的翅
膀。我摸了摸那对可爱的小翅膀，是那么光滑，那么脆弱。我
透过盒子看见一条蚯蚓正忙碌地松土。这时，爸爸提醒我说：

“快点！已经七点二十分了！”我赶快拿好水杯说：“来了！来
了！”我赶紧去上学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豌豆长出了长长的藤。我
拿出一根棍子，插在土壤里，好让藤沿着这根棍子往上长得更长。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豌豆长出了一个豌豆荚。于是，外
婆把豌豆荚摘了下来，剥开看了看，夸赞到：“这豌豆真新鲜
啊！”我开心地说：“这是我用辛勤劳动换来的呢！”

运动的滋味
乐山市柏杨小学五年级2班 唐嘉欣 指导教师曾毅

有人说运动的滋味是苦的，因为前进的路上布满荆棘；也有
人说，运动的滋味是甜的，因为逆境后会出现彩虹。我说，运动的
滋味是苦甜混杂，成长的道路上，我也尽情地品尝着运动的滋味。

先来说说苦。这周，跑步、俯卧撑、高抬腿……老师几乎把
所有绝招都使出来了。我最不喜欢跑步。不仅考验的是耐力，
还要考验速度。前两三圈还不咋滴；第五圈时，腿像灌了铅一
样沉重，迈不开步子，勉强跟得上；第六圈开始一步一步，慢慢
艰难地往前跑，不对不对，应该是走，我这跑，比乌龟、蜗牛还慢
呢！终于跑完了八圈。

紧跟其后的是俯卧撑，这考验的是手臂力量。刚跑完就来
俯卧撑，气都喘不上来，没法子，得做！一个、两个、三个……坐
到第五个的时候，手臂一软，下巴落在了地上，那叫个疼啊！疼
还没缓过来，又起立，开始高抬腿。

天哪！这还叫不叫人活呀？我抬，我抬抬抬，唉！体力不
支，心脏剧烈跳动，抬不动了。我心想：坚持一下。苦不苦？想
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一定要坚持。努力
一抬又一抬，Yes！我坚持下来了。这不算啥，过了这个魔鬼式
的严酷训练，还没完呢！腿还要疼几天，只能默不作声。这个

“家常便饭”，我是习惯了，继续加油！
接下来就说说甜。这学期跳绳比赛，在我的努力下，跳了

197个，获得了第七名的成绩。回想以前，我却只能跳130个左
右。这次，我跳了197个！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得谢谢体育
张老师的训练，还有让我爱上体育的雍老师和大牛老师，才能
品尝到前所未有的甜滋味。

人生百味，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在一次次坚持不懈的运
动中，我虽然只尝到了其中一角一棱，但这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足以让我永远铭记。

第一次整理房间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2班 代梓诺

指导教师 唐琼辉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许许多多
的第一次，第一次学说话、第一次自
己吃饭、第一次叫爸爸妈妈……最
近，我经历了我人生的又一个第一次
——独立整理自己的房间。

我先找来了一个大大的纸箱，把
之前看过暂时不用的书都整整齐齐
放进去；让铅笔、橡皮擦、尺子各自回
家，把书桌整理得干干净净。接着把
三年级有关的书籍和预习资料分类
放在小书架上。唉！前面的这些事
情做得倒是顺风顺水，可到了打扫卫
生的时候，问题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
了。椅子、书柜、我的小床爬梯和梯
柜上的灰尘像故意在和我作对一样，
它们仿佛一张张调皮娃娃的笑脸，脸
上挂着嘲笑的表情对我说：“你个小
笨蛋，有本事赶我走啊，哈哈哈……”
别人打扫卫生所到之处是一片整洁
明亮，而我历经千辛万苦得到得却是
一幅幅不完整的“山水画”。一旁监
督我的妈妈看见我狼狈的样子，微微
一笑：“我们家又来了一只小墨鱼
啊？”听到妈妈的话，我一脸疑惑地盯
着她问道：“您什么时候买的？我咋
不知道有小墨鱼？”妈妈一听，马上哈
哈大笑起来，眼泪水都笑出来了。我
生气地叉着腰跺着脚，心想：“这到底
是不是我亲妈呀？我都成这样了，她
不但不帮我，还在那嘲笑我，真讨
厌！”妈妈好不容易忍住了笑，说：“小
墨鱼就是从前那只皮皮虾变的啊！
来，小墨鱼你听好了，打扫卫生也是
要讲究技巧和方法的。首先要用湿
毛巾从上往下或者从右往左擦，切记
不能来回擦，那样会越擦越花的。然
后用干毛巾把你的那些山水画擦掉，
最后才是拖地。”我虚心地接受了妈
妈的建议，果真按照她的方法打扫卫
生省时省力，不一会就把整个房间打
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通过这次劳动，我终于知道为什
么妈妈每次打扫卫生都会累得满头
大汗，妈妈可真不容易，要操心我的
衣食住行，还要陪我学习……想想她
每天都要做那么多事情，真的很辛
苦！可我却天真地觉得妈妈不用写
作业，只用管我，过得十分幸福！我
惭愧地低下了头，红着脸，抱着妈妈
小声说：“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没
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我一定要好好
学习。”妈妈望着我，笑了！

工资
女儿最近在学校表

现不错。今天带回来一
颗棒棒糖，我问：“哪儿
来的？”

女儿：“妈妈，这是
我在学校今天得的奖
励，你每天辅导我作业，
这就当你的工资吧！”

涵妈

晚上，跟女儿躺在床上，讲
完故事半天不睡。突然，女儿
说：“妈妈，爱我你就亲亲我。”

我亲了一下她。
女儿：“爱我你就抱抱我。”
我笑着抱了她。
女儿：“爱我你就夸夸我。”
我：“你最棒了！我喜欢

你。”
女儿：“你喜欢我什么？”
我：“我喜欢你的笑脸。”
女儿：“我的笑脸是什么样

的？”
我：“是太阳的样子。”

草草

和女儿的“卧谈会”

把爱好变事业
150万打造多肉种植基地

多肉植物小巧精致，造型各异，呆萌的形象吸引
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在峨眉山市符溪镇天宫村，有
一对小夫妻是多肉植物的“发烧友”。3年来，他们投
入150余万元，建成当地最大的多肉种植基地，把自己
的爱好“玩”成了一项事业。

近日，记者来到天宫村七组萌小植多肉园艺基地，这里
有八九个宽敞明亮的塑料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木架上，错
落有致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多肉植物，粉色、绿色、黄色等
各种颜色的多肉琳琅满目，既有多年生的老庄，也有精致的
小盆景，美不胜收，十分抢眼。该基地老板李伟正忙着摘除
枯叶，他的父母则在旁边的大棚内将叶插苗上盆进行种植
培育。

“种植多肉是我和妻子共同的爱好，并越陷越深。”李伟
告诉记者，他今年30岁，是土生土长的天宫村人，一直在农
村从事“九大碗”的生意（家宴服务队），2018年与爱人李娟
相识、结婚。

李娟是一个“多肉控”，两人相识后，就一起到花卉市场
买多肉回来种植，原本对多肉完全不了解的李伟也被多肉
圆滚滚肉嘟嘟的形象所吸引，并迅速“入坑”，无法自拔。

2019年初，二人在城里买了一套带楼顶的房子，专门
种植多肉，多肉价格相对较高，为了维持开销，二人就边买
边卖，挣的钱用来买更多的多肉。

楼顶面积有限，实在放不下，李伟夫妇又在当地开了一
家门市，但多肉喜欢阳光雨露，门市通风效果不好，多肉颜
色逐渐退去，变得不美观了，销售状况也不理想，维持了不
到一年，他们关掉门市，决定回老家种植多肉，给自己的多
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掉进“肉坑”
想给多肉广阔天地

确定想法之后，夫妻俩开始付诸行动。
他们承包了土地，建起专业种植大棚；到云
南、山东等地参观学习，拜访资深多肉培育专
家，学习多肉种植技术；改变培育方式，以往
基地多肉均从云南批发回来卖，为了给“肉
友”提供价格更实惠的多肉，提高市场竞争
力，他们逐渐转型为自己培育。目前，基地种
植了玫瑰法师、弗兰克、冬美人、橙梦露、紫乐
等近200个多肉品种，达30余万株，逐渐让多
肉事业步入正轨。

李伟说，多肉其实是懒人植物，基本上都
是可以叶插、分株，繁殖相对比较简单，只要
注意通风即可。但一旦爱上这个植物，很多
人愿意花很多时间打理它，比如撸枯叶、吹灰
尘、浇水，细心欣赏，也十分惬意。

好肉配好盆。李伟夫妻还从云南运回树
桩种植多肉，又从江西景德镇运回各种典雅
精致的陶器搭配不同品种的多肉，打造出完
美组合，形成了精美的艺术品。

为了爱好，也为了自己的事业，李伟夫
妻不断拓宽自己的销售渠道，除通过微信朋
友圈、抖音直播等平台线上推广宣传外，还
与犍为、五通桥、沙湾等周边区县的花店合
作，线下批发多肉，同时承接各地庭院打造
等业务。

“经过3年的打拼，我们的多肉基地目前
有近7亩，总投入在150万元左右，可以说是
我们这里最大的多肉种植、批发、零售基地。”
李伟说，他还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为乐山以
及全国各地的“肉友”带去快乐。

付诸行动
多肉事业走上正轨

记者 张波文/图

精心侍弄多肉植物

琳琅满目的多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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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