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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

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

——题记

灰蒙蒙的，好似蒙上了一

层乌纱；雨，淅沥沥的，好似

一个缥缈的丝网。清明节，

这是中国人纪念先祖的传统

节日，也是容易勾起人回忆

的节日！

七八十年前，当时的中国

正处在十分艰难的时刻，在看

不见希望的年代里，是革命烈

士用生命照亮未来的路。

赵一曼

她的字典里从没有“屈

服”二字，被日伪军包围，她

让别人先撤退，自己却选择

掩护，后因左手手腕受伤被

捕。尽管被捕，却坚贞不屈，

没有吐露一点实情。

身为母亲，她临刑前，给她

的孩子“宁儿”写了一封遗书，读

来催人泪下：“母亲对于你没有

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

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

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

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

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

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

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

为国而牺牲的！”

她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黄继光

他用行动为我们诠释了

什么是勇敢。1952年，上甘岭

战役开始。他所在的二营奉命

反击敌人。若在拂晓前还夺不

下高地，会直接影响整个上甘

岭反击战的胜利。在反击中，

二营遭遇到敌人一个暗藏火力

点的疯狂射击，部队连续冲锋

都没成功。眼看就要天亮，在

这关键时刻，他主动参加了攻

坚小组，迎难而上。

此时，他身上连中了4枪，

昏了过去。敌人的机枪声把他

惊醒，他不顾一切顽强地爬到

了枪口旁边，用自己的胸膛堵

住了敌人的机枪眼。他用年轻

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

道路。牺牲时年仅22岁。

他是勇敢的革命烈士。

又是一年清明节，你们可

还曾记得，数十年前的赵一

曼、黄继光，以及其他许许多

多的革命烈士，是他们用自

己的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

新天地。

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

心中。

合肥市四十八中望湖校

区七（16）班 杨可

“燕子来时春社，梨花落后清明。”悄然间，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与我们不期而遇，微风也

拂起了万千愁绪，带来一段段深情的回忆。

我怀念姥爷那一声声道不完的唠叨，似和

煦的春风轻拂在耳畔。“身体坐直，不要驼背

……”，“眼睛离书远点、不要挑食……”。

我怀念姥爷在饭桌上的关心，姥爷总习惯性

地帮我夹好吃的饭菜，习惯性地让我多吃点，习

惯性地吃我剩下的饭菜，仿佛这一切总是他应该

做的，再送我一个免费的特大号笑脸……

我怀念姥爷在我犯错误时的严厉目光，似在

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为我指引前进的方向。每当

我未写完作业跑出去玩时，回来迎来的便是姥爷

那张风雨欲来的黑脸，那么笑眯眯的目光已被严

厉所替代，如鹰一般，让我无所遁形，那一声声字

正腔圆的谆谆教诲回响在耳边……

我怀念……

暖春的微风是抹不完伤感人的眼泪，任铺

天盖地的回忆把我淹没，泪水再一次溢满我的

眼眶。姥爷，远在天堂的您，还好吗？

“潇潇洒洒清明风，纷纷扬扬亲人情”，在淡

淡悲凉、丝丝忆念的清明节里，在通往天堂的路

上，我向你寄去一个灿烂如夏的微笑。

姥爷，你收到了吗？

合肥市第55中学八（7）班 周莉

指导老师：王宗保

时值清明，我不禁想起了

我最喜欢的一位烈士，他就是

炸碉堡的董存瑞。

1948年 5月 25日，解放

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

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军防御

重点的隆化中学任务。他任

爆破组队长，带领战友接连炸

毁4座炮楼、5座碉堡。连队

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国军一

座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

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

带，2班、4班接连两次对暗堡

爆破均未成功。

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

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

我去！”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冲

向碉堡，前进时左腿负伤，仍

顽强地坚持冲至桥下。由于

桥型暗堡离地面过高，放上就

会滑下来，两头桥台又无法放

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居然

用左手托起炸药包，以自己的

身体充当火药支撑架。随着

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敌军的

暗堡被炸毁，董存瑞用自己宝

贵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

的道路。牺牲时，董存瑞年仅

19岁。

为了让全连的战斗能够

取得胜利，董存瑞献出了自

己年仅19岁的生命，他那种

勇于奉献自己、舍己为“国”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

将永远“活”在我的心目中。

合肥少儿艺术学校六（2）班

王超伟

指导老师：史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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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总听大人们提起清明节，后来爷爷为我

找来《历书》，看到书中的记载，把对春天的希望、

体验和对先人的追思、缅怀都融进其中。临近清

明，多了份伤感，多了份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遥远的皖北农村，曾经有我可亲可敬的大

爷爷（爷爷的哥哥）。六岁那年秋天，爷爷带着

我去他家。一进门我便拿着小铲子一头扎进院

前葱葱郁郁的萝卜地。爷爷责备我太顽皮，而

大爷爷则笑呵呵地看着我，一个劲地为我开脱，

满眼都是爱，我便与大爷爷亲得不能再亲了。

白天，大爷爷总是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打

马马肩”，我们一起去田野里，碰到紫云英田，大

爷爷就停下来给我采一株，再碰到耕种的老农，

大爷爷也要停下来打声招呼，旁人要捏我小脸

蛋时，大爷爷总是笑呵呵地说：“你手脏，不要把

我们小公主的脸弄花啦！”黄昏时分，我们走遍

了村子里所有的田野、小河，直到看见村子里的

袅袅炊烟，大爷爷才带着依依不舍的我回家了。

皖北农村是偏僻的，平时人们总是聚在我

大爷爷家的小院里，各自把着自己手里的民间

乐器，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明月是灯，小院是

舞台，穿着粗布麻衣的农民们自当演员和观

众。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美好的中秋夜，

所有的孩子都怀抱燃烧着的大捆的麦秸秆在

稻场上狂奔、欢叫，大爷爷坐在稻场中央，怀里

抱着我，拉着他心爱的二胡，暖红的光焰里，我

凝视着他的脸，那样专注，那样慈祥，那样深

沉，现在想来，他一定把整个生命都融进他的

乐曲中去了吧。

后来渐渐长大，我才知道大爷爷夫妻俩的

生活是清贫的，甚至后来因为子女的原因两人

还背井离乡，外出乞讨……直到大爷爷去世，我

也没有再见他一面。清明将近，就让我好好想

一想我可亲可敬、豁达乐观的大爷爷，我好像又

看见了他的笑脸，听见那悠长的二胡声在如烟

的季节里荡漾……

合肥市葛大店小学六（3）班 陆羽洁

指导教师 周婷

清明将至，天空被层云染成了灰色，阴沉沉

的。为了驱散有点沉闷的感觉，爸爸带我到沿

河路上漫步，感受春天。

与灰暗的天空形成鲜明对比的，桃树，亭亭

玉立，像美丽的少女，散发出生命的气息。桃花

的芳香引来了几只蝴蝶，围着花朵翩翩起舞。

还有河边的柳树，也吐出了嫩绿的新叶，长长的

枝条随风摇曳。最微不足道的小草，也向路人

展示着春天的魅力，它们拼命地破土而出，把头

昂得高高的，探知春天的讯息。春天，并没有因

为清明节而减退，而是更加努力地释放出生命

的力量。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

的清明节，都有人会用烧纸钱的方式缅怀故

人。可是，他们是否想过，一捆捆的纸就是一棵

棵小树啊！它们本是春天的一部分，是生命的

一部分。其实，一束白菊，一盅清酒，一份埋在

心中的祝福，也同样可以表达对故人的思念。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每一个春天都值得珍

惜，这也许才是清明节想要告诉我们的吧。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五（3）班 褚天舒

指导教师：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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