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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长河中，宝鸡不仅见证了华夏

文明的辉煌，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

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本期《新苗》精选的 6 篇佳作，饱含了

小作者们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与热爱。从宝鸡

的历史传说、文化底蕴到自然风光，再到乡

村的田园生活及美食佳肴，他们深情细腻的

笔触背后，是对家乡真挚的爱与油然而生的

自豪。无论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智慧

故事，还是“石鸡啼鸣”的美丽传说，都是这

座城市深厚文化底蕴的显现。宝鸡的山水风

光与历史人文，在孩子们笔下熠熠生辉。 

同时，我们也通过他们纯真的笔触感受

到了西府大地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他们书写

家乡的一草一木，描绘家中的一餐一饭，赏

春天的野花烂漫，品夏天的西瓜香甜，悟

秋天的丰收喜悦，看冬天的雪景如画…… 

细细品读，仿佛踏上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

行。我们不仅看到了孩子们眼中美丽的家乡，更

感受到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期待小作者们继续用纯真的心

去感知生活的温度，挖掘文

化的深度，成为家乡

文化的传播者，用

笔绘就宝鸡的斑

斓画卷。

古陈仓 新宝鸡
宝一中八（1）班 佘尚达 

故乡，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
的地方，也是能让人感到温暖的

地方，故乡是灵魂的归宿，
是心灵的港湾。

我的故乡坐
落在宝鸡凤翔，
这里虽没有大
都市的热闹繁

华，却以宁静纯朴的美，展示着
自己无穷的魅力。

我在那里拥有过一段美好
的回忆。在我六岁时，父母带
着我奔赴他乡。从那时起，故

乡留给我的，便只能是更多的
回忆……

那时候，每到晚饭时间，爷
爷总会搬来一张红色的圆形小
木桌，放到小院里，然后把奶奶
做好的饭菜整齐摆好，这是我最
幸福的时刻。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着村里最近发生的有趣事情。不
时会有那么几只调皮的蟋蟀蹦
到我的脚跟前，于是，我便放下
碗筷，开始我的“蟋蟀大战”。

盛夏夜间，奶奶总会拿起小
凳子牵着我去一旁的水库边乘

凉。别看它只是个水库，对我来
说，它无异于“汪洋大海”，它一望
无垠，且看不到边际，难道不是

“大海”吗？这份纯真的疑问，伴
随着我的整个童年时光。站在岸
边，微风拂面，倏忽间，烦恼一消
而散，心灵得到了彻底的洗涤和
放松。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唱歌，
数星星，斗蛐蛐，陪着月儿，一直
到很晚很晚……

是的，故乡承载了我太多太
多的回忆，屋前的那棵老槐树，
祖父养了好几年的老黄狗，门槛
前曾祖父放的那根老拐杖……

世间万物都会变，而故乡的
容颜却在我的心里封存着，它永
远令我魂牵梦萦。

（指导老师 俱新超）

欢迎你到宝鸡来
高新一小五（4）班 李云开

雄伟壮丽的秦岭是她挺拔
的身躯，蒹葭苍苍的渭河是她飘
逸的长发。她是谁呢？她就是我
的家乡——宝鸡。 

宝鸡历史悠久，古称陈仓，唐
肃宗至德二年闻陈仓山神鸡鸣叫，
将陈仓更名宝鸡。宝鸡自古就是华

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享有“炎帝
故里”“青铜器之乡”“周礼之乡”
等诸多美誉，《周礼》《周易》在

这里诞生，三国文化在这里熠熠生
辉，青铜器博物院向世人展示着中
国青铜时代的高峰，国宝何尊底部
有 122 字铭文，其中一句“宅兹中
国”，是已发现的“中国”一词的最
早文字记录。 

太白山列秦岭群峰之首，是
中国海拔最高的国家森林公园，
以高寒险奇、富饶神秘的特点闻
名于世 ；高山、草甸、河流、峡谷汇
聚于一处的关山草原，地貌与阿
尔卑斯山相似，水草丰美、牛羊成
群……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
明在这里交相辉映，宝鸡工业实
力雄厚，钛材料、汽车零部件、能
源化工等优势产业持续领先，航
空航天、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强势
崛起。 

宝鸡还上榜了“全国十大美
食城市”。豆花泡馍就像一幅水墨
画，金黄的锅盔仿佛广袤的田野，
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和朴素的美

感 ；洁白的豆花宛如纷飞的大雪，
蕴含着温婉和细腻 ；月牙饼形似
月牙，外壳酥，里面软，一捏中间
就开了，可以往里面夹羊肉和油
泼辣子，皮是脆的，羊肉是酥的，
满嘴生香 ；肉夹馍外皮酥脆，内里
多汁 ；臊子面酸辣鲜香、肉香扑
鼻 ；醋粉口感滑嫩、入口即化。还
有擀面皮、洋芋糍粑、荞面饸饹、
核桃油旋……宝鸡的美食真是多
得数都数不过来。 

我最喜欢宝鸡的春天了，那
时，被誉为“花中贵妃”的西府海棠
将绚烂盛放在城市街角，与你我共
赴一场关于美丽与诗意的盛宴。 

                  （指导老师 张莹）  

我的多彩家乡
凤翔区南指挥镇东指挥中心小学五（1）班 王晨露

我的家乡是一个美
丽 的 小 乡 村，那 里 有 一
望 无 垠 的 庄 稼，有 朴 实
的 乡 邻，还 有 我 快 乐 的
童年回忆。

春天，家乡的田间地
头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
花，红的黄的紫的，五彩
斑 斓，好 看 极 了！ 田 野
里，农民伯伯们正忙着播
种、除草、施肥、耕地……
他 们 日 复 一 日，年 复 一
年，面朝黄土辛勤耕耘，
期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
成。我 和 小 伙 伴 们 会 在
田野边放风筝，我们奔跑
着、欢笑着，让风筝在空
中高高飞翔。我们还会在
田野里采些野菜，给小羊
羔拔草。空气很新鲜，那
是童年的味道。

夏天，西瓜地成了我
们的乐园。我们在西瓜地
里比赛摘西瓜，天气热的
时 候，就 坐 在 瓜 棚 里 吹
风，大口大口地吃西瓜。
风很凉爽，西瓜很甜。到

了晚上，大人们拿着蒲扇
坐在院子里乘凉，说着家
长里短，而我则仰望着星
空，数着天上的星星。

秋 天，是 丰 收 的 季
节。果园里，苹果红彤彤
的，像小朋友们红扑扑的
脸蛋，梨子黄澄澄的，挂
满了枝头。田野里，苹果
树也散发着诱人的果香，
我们馋得直流口水。我会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果
园里采摘水果，感受收获
的喜悦。

冬 天，家 乡 下 起 雪
来，整 个 村 庄 都 变 成 了
一 个 银 装 素 裹 的 世 界。
我 们 在 雪 地 里 堆 雪 人、
打 雪 仗，小 手 和 脸 蛋 都
冻 得 通 红，心 里 却 热 乎
乎的。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
有我最爱的家人和朋友，
有我最美好的回忆。我要
努力学习，长大后把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丽！

（指导老师 王小勃）

家乡换新颜
陈仓区新街镇中心小学四年级 刘梓轩

每个人都很爱自己
的 家 乡，爱 她 的 依 山 傍
水，爱她的鸟语花香，也
爱家乡那与众不同的风
情。我的家在宝鸡市陈仓
区新街镇庙川村，这里有
美丽的吴山。吴山又名吴
岳，自古就是五镇中的西
镇，其山势巍峨，群峰排
空，直逼云端。

近几年，村里进行了
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
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这
里离西镇吴山景区很近，
经常有游人途经村庄前
往 景 区 游 玩。为 了 扮 美
村庄，这两年，村里先后
种植了石竹、彼岸花、迎
春花等装饰性花卉，大家
利用闲暇时间用篱笆把
这些花卉和绿植围了起
来，使 村 庄 看 起 来 整 洁
美 丽。除 了 有 名 的 西 镇
吴 山 景 区 外，百 日 菊 花
海也引来不少游客拍照
打卡。百日菊又叫“百日

草 ”，它 花 期 长，从 六 月
到 九 月 都 在 开 花，观 赏
期长达百天。同时，百日
菊 养 护 起 来 比 较 简 单，
不需要花太多的工夫去
照顾，就能长成五彩缤纷
的一大片，是美化村庄的
优选品种。百日菊花海就
位于吴山脚下，与吴山组
成了一幅山景与花海交
相辉映的美景图。近观这
片百日菊，花丛约有半人
高，花瓣重重叠叠，花香
淡雅，蜜蜂和蝴蝶纷飞花
间。站在花丛中赏花、看
山，令人心旷神怡。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
为它感到自豪。在这里，
你能听到花儿轻柔的私
语，能闻到大自然那沁人
心脾的气息，还有一群热
爱生活的人儿。家乡啊，
是您养育了我们，我要好
好学习，将来把我们的家
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指导老师 景晓婷）

人间美味陇州凉盘
陇县西大街小学五年级 金思雨

我的家乡陇县位于
关中平原西部，这是个山
清水秀的好地方。当然，
陇县的美食也数不胜数，
别的不说，只要提到陇州
凉盘，就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 

无论男女老少，上至
八十岁的老爷爷，下至三
岁孩童，只要说起陇州凉
盘，无不垂涎欲滴。陇州
凉盘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做，它用料简单，只需五
种食材，即胡萝卜、菠菜、
豆芽、木耳和猪头肉，调
料也很简单，只需用盐、
醋还有十三香搅拌均匀
即可。 

大家喜欢吃它，不仅
因为它味道好且用料简
单，还因为这道美食背后
流传着一段古老的传说。
相传在清朝末年，陇州新
上任了一位知府，虽说这
里很穷，但当他来到关山
脚下时，农家人都很纯朴
热情。一日，他在一户人
家吃饭时，主妇为他端来
一道凉菜，那凉菜表面看

着普普通通，但吃起来香
味浓浓，让人沉醉其中。
这道菜引起了知府的注
意，他便对随同人说，要
将这道凉菜带回府中。 

陇 州 凉 盘 因 此 得
名，流 传 至 今。它 的 做
法在用料上有一定的讲
究，上盘后色泽鲜亮，味
道淳朴，酸味适中，简直
称得上是“人间美味”！
作 为 一 道 名 菜，它 在 红
白喜事等场合的餐桌上
必不可少，如果少了它，
那宴席可就不完整了。 

陇州凉盘又名“酒碟
子”，是陇县特色鲜明的
民间菜肴，每一个陇县孩
子都是吃着它长大的。 

每逢佳节，爷爷就会
为我们做这道菜，吃上一
口，感觉一天的烦恼都消
失了。再来一口，胡萝卜
的甜味和菠菜的酸味混
合在一起，让人忍不住还
想吃。 

我爱家乡的陇州凉
盘，也爱陇县的一切！ 

（指导老师 曹雪柏） 

在岁月的长河中，宝鸡如
同一颗明珠，静卧在关中平原
的怀抱里。这里，风霜洗礼与生
机盎然交相辉映，绘制成一幅
壮丽的画卷。她承载着厚重的
辉煌，记录着沧海桑田的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宝鸡这个名字，源于一个
动人的传说。唐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唐肃宗李亨因东南鸡
峰山有“石鸡啼鸣”之祥兆，故
将此地改名宝鸡，后沿用至今。
石鸡唤醒了沉睡的宝地，也为
这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希望。

宝 鸡 的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1963 年出土的何尊代表着这座
城市的文化自信。这里的宝藏
可不只有青铜器，还有那些代
代传承的匠心与工艺，像西府
社火的喧嚣，凤翔木版年画的
精美、泥塑的栩栩如生，都是这
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

今日的宝鸡，历史的厚重
与现代的活力交融，她以古今
交织的姿态，向世界展示着她
的风采，宝鸡人也用勤劳与智
慧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辉煌
篇章。

所以，如果要写宝鸡，就不
能只写宝鸡，你要写“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的智慧，你要写
“石鸡啼鸣”的传说，写古人的
智慧与自然的和谐 ；你要写何
尊内侧底部的“中国”一词，要
写青铜的光泽映照着历史的沉
积 ；你要写太白山的雄伟、关中
平原的肥沃，以及宝鸡
人 的 勤 劳

与西府大地的丰收。
你要写古老工艺的流传，

源于匠人心中不灭的火焰 ；你
要写宝鸡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的未来，写这座城市的蓄势待

发 ；你要写古与今的交
响，是时间在这里缓
缓流淌的旋律 ；你
要写城市的每个

角 落，都 藏 着 很
多人的回忆。

来吧朋友！
我在宝鸡等
你。让我们

一起走过
街 巷，

触摸城市的历史脉搏，感受她
的文化底蕴，沉醉在那如画的
美景中。宝鸡，这座古老而又充
满活力的城市，正敞开双臂，迎
接四方宾朋。无论你是想追寻
历史的足迹或是探索文化的深
意，抑或是欣赏自然的风光，宝
鸡都会以她最美的姿态，迎接
你的到来！

宝鸡是一曲永远唱不尽的
歌，一本翻不完的书。她用温柔
的姿态和深沉的内涵，绘制出
属于自己的岁月画卷。愿你在
这里停下脚步，用心倾听，去体
验、去感受，发现她的美，理解
她的深厚。

        （指导老师 王丽娜）

我的故乡
渭滨区高家镇孔家庄中心小学六（2）班 芮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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