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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从这里升起
□玛纳斯县第三中学七年级（5）班 叶尔克江·哈利合

现在，我们说起“车”，都会想到小汽车。但在
我的记忆中，爸爸曾经拥有过很多辆车。

爸爸的第一辆车是自行车，他每天骑着车上
下班，周末还会骑着车带我出去玩。有一次，爸爸
骑车带着我爬坡，他喘着粗气，使劲蹬着自行车，
累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最后，
爸爸费力地爬上了陡坡。这时候，我想：爸爸如果
拥有一辆不用费力的车，那该多好啊。我就问爸
爸：“爸爸，为什么我们不坐公交车呢？你骑车那
么累？”爸爸说：“骑车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省
钱。这样就可以把省下来的钱给你买玩具了。”听
完爸爸的话，我心里暖暖的，高兴极了。

没过几年，爸爸的自行车就换成了摩托车。

周末，爸爸就可以带着我，去昌吉周边玩。我坐在
摩托车上感觉爽极了，飞驰电掣般的速度，耳边
传来轰鸣的马达声和呼呼的风声，两边的景物飞
快向后跑去，我们很快就到达了想去的地方。自
从爸爸有了摩托车后，他再也不用受累了。

但是造化弄人，深秋时，呼呼的冷风刮在身
上，我和爸爸骑着摩托车就像被尖刀刺过一样，
脸蛋火辣辣的。突然，我打了一个喷嚏，爸爸让我
躲到他的身后。他像一座巨山一样，为我挡住了
刺骨的寒风，他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但依然挺
直身体迎着寒风。此刻，我想：爸爸如果有一辆既
速度快又能遮风挡雨的车，该多好啊！这样爸爸
就不会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为我遮风挡雨了。

等我上了小学，爸爸终于有了小汽车。这时
候，我们家日常出行就靠它了，我们再也不用为
夏热冬冷刮风下雨发愁了。我们开着车去了天
池、江布拉克、鸣沙山……每次出行，不仅让我领
略到大自然奇美的风光，有挺拔的青松、连绵的
山脉、皑皑的白雪、如镜的湖面、湍急的河水……
也让我了解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百姓的安居乐
业，甚至知道了西王母的神话传说。真是大美昌
吉，人间仙境啊。

爸爸的车从两轮到四轮，既是岁月的见证，
又是时代变迁的物证。

指导老师：严冬梅
该作品获征文小学组一等奖

明天就是肉孜节了。妈妈的朋友邀请我们去
做客，我很高兴，因为这样就可以吃到很多民族
特色美食。

于是，我和妈妈去了她们家，好热闹呀。人在
客厅、厨房、卧室来来回回地穿梭着，各自忙着各
自的事情。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美味，有金黄酥脆
的馓子，松软可口的馕以及许多糖果。

我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馓子脆脆的，馕松
软可口，奶茶也香甜美味。我央求妈妈回去也给
我做一些。可妈妈却为难了，脸上露出无奈的表
情说：“我又不会做这些，你让我怎么做呢？”我想
来想去，想到一个主意：“那你就向你的朋友学
学。”于是她就到了厨房去找她的朋友，她朋友一
听说她想学怎么做馓子，立马来了兴趣，非常细

致地给妈妈讲了起来。妈妈也学得非常认真，拿
着小本子认真记录着。终于到了实操环节，妈妈
一脸严肃。首先和好面团，再下锅油炸，过了三分
钟，馓子就做好了。馓子色泽金黄金黄的，飘着诱
人的香味，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简直跟她朋
友做的味道一模一样，妈妈的技术也太高超了
吧，得到了师傅的真传。

妈妈灵机一动，对她的朋友说，要不我给你
也做几道家常菜尝尝吧。她的朋友一听，立马同
意了，于是，妈妈准备好材料，起锅烧油。不一会
儿，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她的朋友一尝，不停夸
赞：“太好吃了，你能教教我怎么做吗？”于是，妈
妈就手把手地教她怎么做，她也学得很认真。最
后她朋友也学会了做我们家的家常菜。

今天的饭菜比较丰富，既有民族特色美食，
也有我们的家常便饭。大家迫不及待地动起筷
子，吃了起来。吃完后，她们直夸饭菜的可口以及
妈妈做的馓子。于是我们家就多了一道新菜——
馓子。

后来，听妈妈说，她的朋友也学会了做很多
菜，能每天变着花样做，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这可能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吧”。一个
小小的馓子凝结着爱的情义，一道简单的家常菜
传递着爱的讯号。一次节日，让两家人的心靠得
更紧了。民族团结，亲如一家。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心连着心。

指导老师：李爱菊
该作品获征文小学组二等奖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题记

古往今来，中国的英雄人物数不胜数，我敬
佩那面对高官厚禄诱惑仍誓死不降的文天祥；
我敬佩面对弹尽粮绝仍然坚持抗日的杨靖宇；
我敬佩那面对凶恶的反动派仍宁死不屈的夏明
翰，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都值得我们
敬佩。可我却认为，英雄，不一定要经历过风
雨，也不是一定要在困难面前做出生和死的抉
择，有些人不求有一天能被人们称为英雄，只是
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平凡而又伟大的事情。

我所说的英雄没有那么多伟大的事迹，也不
是那么众人皆知，但他们却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我们村有这样一群人，在乡村振兴中负责
村里的农村安居建房工作。他们每天奔波在农
村安居工程的施工现场，清晨的太阳还未升

起，就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因为他们心里牵挂
着张爷爷家的安居房墙砌得是不是坚固，也担
心李大伯家的安居房钢筋扎的够不够结实，在
我们看来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可在他们眼里那
就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容不得一点马虎。

傍晚，林间的小鸟早已回窝休憩，他们却
还奔赴在村里的每一户人家。他们总说，现在
党的政策非常好，政府免费提供建房技术指
导，派专家到户进行指导，建房群众还可以申
请建房补助款，这样给群众解决了很大的资金
问题。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们一直重复着，枯燥
但是他们却乐在其中。他们的耐心，他们的坚
持，他们的辛苦不知旁人看没看见，可我一直
记在心里，记住的是那股精神劲儿，记住的是
那伟岸的背影。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疑惑更深了，是什

么样的魔力让他们为之心甘情愿地付出，甚至
夜以继日呢？慢慢的我长大了，学习了更多的
知识，明白了更多的道理，也知晓了原来我们
都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当我看到村里
的人生活越来越好，家乡建设越来越美丽，我
们的幸福感日益提升，我啊，曾经的那种感觉
又回来了，那种感觉是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
成就感。

那些熟悉的音律，那些熟悉的故事，萦绕
在我的耳边、脑海、心灵。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我也会奉献自己的一生，我深受英雄的影响，
也将向英雄看齐，我明白，我真正的价值所在。
不知何时，耳边的音乐再次响起，我大声地唱
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指导老师：周艳蓉
该作品获征文小学组三等奖

在昌吉回族自治州，有一座风景
如画的小城，那就是我的家乡玛纳
斯。它位于天山脚下，被群山环抱，仿
佛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地上。

我的家在玛纳斯县清水河乡，十
几年来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当
我放学回家踏入清水河的土地，清新
的空气便会轻抚着我的面颊，湛蓝的
天空似乎更加明亮，那些古老而沧桑
的山峦则在远处静静地注视着我，仿
佛是在守护着我们。在守护者的默默
守护下我慢慢长大，但依然清晰记得
小时候在这经历的一切美好事物。

童年的记忆里，我与家人一年四
季游牧于各个草场，身边成群的羊
儿、马儿陪着我一起长大。家乡有牧
场也有雪山，常年不化的皑皑白雪与
天相接，山坡上是一派“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惬意景象。我同这座山上的
小松树一起长大，森林见证了我的茁
壮成长。这美丽的风景，成为我对家
最大的眷恋。从我记事起，为了能给
牲畜们提供更好的口粮以及生存资
源，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在赶场的路
上，赶场分为赶夏场和冬场，赶场正
值我放寒暑假的时候，所以赶场我也
参与其中。

在山上，夏季是牧民们放牧的主
要时节，也是我们进行赶夏场活动的
时候。

故事开始于一个清晨，当第一缕
阳光洒在低矮的山坡上，洒在帐篷
上，牧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把
家畜赶出牧场，沿着常年走的牧道向
着夏季牧场进发。牧民大部分的牧场
都在高耸入云的一座大山后面，只是
翻过那座山就得需要半天甚至更长
的时间，上山的路总是崎岖不平。但
这是一项生活必需的活动，更是一种
传统，代表着游牧民族对草场的依恋
和对生活的期盼。

牧民们驾驭着骏马、骆驼，护送
着羊群、牛群，一路上歌声阵阵，笑语
不断，形成了一幅欢快而壮美的画
面。在辽阔的天地间，他们感受着大
自然的馈赠与生命的律动。当他们抵
达夏季牧场时，欢呼声此起彼伏，篝
火立刻升起，围绕着篝火，搭起了毡
房，唱起了家乡的歌谣，跳起了欢快
的舞蹈，共同庆祝着新的开始。这样
的情境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牛羊在青
春的草地上悠闲地吃草，远处是连绵
起伏的群山，山峦间流淌着清澈见底
的溪流，仿佛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
青葱的山间，夕阳西下，天边的余晖
映照在草原上，把整个世界染成了金
黄色。牧民们坐在草地上，品着酥油
茶，吃着奶酪，聚在一起唱起悠扬的
草原歌曲。他们的歌声在草原上回
荡，伴随着风的呼啸，仿佛与大自然
融为一体。在夏季牧场上，牧民们将
度过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夏季，享
受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喜欢跟小羊
羔、小牛犊玩耍，蹦蹦跳跳像是大自
然的小天使。我更喜欢喝马奶和牛
奶，马奶和牛奶是天然的奶制品，具
有丰富的营养，能强身健体，提升抵
抗力。赶夏场不仅是一项劳动，更是
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文化的传承。它承
载着游牧民族丰富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是草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也是游牧生活的缩影和象征。在
赶夏场的过程中，牧民们不仅与自然
和谐相处，也传承着游牧文化的精
髓，让这份生活方式延续至今。

赶冬场是游牧民族在寒冷的冬
季为了家畜的生计而进行的一项重
要活动。冬天时可以回到山脚下的平
房，那里有电有水，我可以看到最喜
爱的动画片了。冬季赶场虽然寒冷又
艰苦，但是为了能去看最喜爱的动画
片，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冬场一般在
大雪封山的季节，游牧民族开始了赶
冬场的准备。他们聚集在部落中，商

议着冬季迁徙的路线和策略。在部落
的长者和牧民首领的带领下，大家共
同商讨着如何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
困难和挑战。

在某个冬季的清晨，当第一缕晨
光照亮大地时，游牧民族开始了赶冬
场的征程。他们穿过冰雪覆盖的山
川，跨越冰冻的河流，不畏严寒，不惧
风雪，护送着家畜向着更适合过冬的
地方进发。途中，他们需要克服很多
困难和挑战，比如寒冷、风雪、饥饿等
等。但是，游牧民族以顽强的意志和
团结的力量，相互帮助，共同克服了
重重困难，最终抵达了冬季牧场。

在冬季牧场上，爸爸妈妈搭起了
简陋的毡房，搭建起了简易的牲畜
圈，准备迎接严寒的冬季。他们把家
畜安置好，为它们铺上干草和厚厚的
毛毡，以保证它们在冬季里有足够的
食物和温暖。在冬季牧场上，游牧民
族继续着他们的牧民生活，放牧、编
织，生活虽然艰苦，但充满了希望和
活力。他们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感
受着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奇迹，展现
出了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和对自由的
向往。距离赶夏场冬场之时已经过去
许久，当时我还是率真可爱的小学
生，现已步入初中，还是很怀念跟小
牛小羊无忧无虑玩耍，奔跑在大草原
上，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日子，如同
树与根，相互依存，共同生长。

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广大
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开展了一系列脱
贫攻坚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部分牧
民为了子女上学，慢慢离开牧区，开
始在城市和乡镇生活。政府为其他牧
民搬迁了集中居住点，安装了通讯网
络，家家都有了智能手机，从之前的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日子转变为拨
通电话就可以跟对方聊天。我和远在
哈尔滨上大学的哥哥经常可以视频
见面，网上学习更是为青少年提供了
便利，还提高了我的学习效率。有很
多年轻人，会雇人喂养马群和羊群，
有时间便返回牧区，教孩子们驯马和
骑马。因为在草原上，不管男孩女孩，
首先要拥有的就是勇气和胆识，而骑
马是我们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能，我们
很享受跨上熟悉的马匹，扬起马鞭，
耳旁生风，你追我赶的生活，我们离
不开羊群马群，离不开这片并不肥沃
但养育我们的土地。

如今在玛纳斯的街头巷尾，到处
都可以听到各种语言悠扬交织的声
音。县城的街道虽然不宽，但干净整
洁，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其中，有的
匆匆忙忙，有的悠然自得，构成了一
幅祥和的画面。曾经我们需要跋山涉
水赶场的日子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
是牧民科学发展畜牧业，一切都变得
方便快捷。我们曾经的夏季牧场也渐
渐成为了自然景区，一个个度假村满
足了很多游客的不同需求。依托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我们村积极发展旅游业，推动乡村旅
游、生态旅游，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观光游览。漫步在肯斯瓦特水库，蓝
色的湖水沁人心脾，微风吹拂着水
面，泛起层层涟漪，仿佛在诉说着岁
月的故事。

夜幕降临时，玛纳斯县城灯火辉
煌。夜空中，银河闪烁，如梦如幻，我
能听到悠扬的胡琴声，能看到公园
里、广场边载歌载舞的人们，用舞蹈
表达着对生活无比的热爱。玛纳斯，
一座充满诗意和生机的小城，是这里
的晨光照亮了我前方的道路，带我走
向光明的未来。明天我会暂时离开家
乡，追求学业，不久的将来，我会回到
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继续耕作，继
续建设。

指导老师：雷蓉
该作品获征文中学组一等奖

从上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教我们要像爱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上了小学维护好民
族团结更是老师的“口头禅”，“各民族要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样的话语更是深入我们
心间。可到底什么是民族团结呢？从推开“沙尼汗
居家养老中心”那扇门开始，我才有了真正的
认识。

五年级时，因为妈妈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
这个在阜康市家喻户晓的沙尼汗老奶奶。第一次
走进居家养老点那个温暖的小院是端午节的前
夕，沙奶奶和妈妈一起陪着我。刚走进那个小
院，我就被一阵阵欢声笑语吸引了，我赶忙跑了

过去，原来是一群老奶奶、老爷爷围坐在一起包
粽子。看见我过来，老奶奶便招呼我学包粽子，
我坐在一位维吾尔族老奶奶身边有模有样地和
老奶奶学起了包粽子。学习了一会儿，我想起了
粽子的来历和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座的很多爷
爷奶奶告诉我“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中华民族都要过”“这么好吃的粽子我们都喜欢
吃”“粽子配奶茶，美味极了”从这一句句话语
中，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叫做 56 个兄弟姐妹是
一家。

从那以后我便喜欢上了那个温暖的小院，喜
欢上了那一群相亲相爱的老奶奶、老爷爷，只要时

间允许，我就让妈妈带我参加爷爷奶奶们的活动。
如今，我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并且很荣幸

地成为阜康市第四中学的一名学生。我的学校是
疆内初中班，我身边的同学们大多都是来自阿克
苏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我很喜欢他们，喜欢他
们的能歌善舞，喜欢他们的勤劳勇敢，喜欢他们
对学习的执著和认真。我们在一起愉快的学习和
生活着，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嬉笑玩耍，并肩学
习。在未来，我们也一定会为祖国的强大和家乡
的繁荣而并肩奋斗。

指导老师：汤方方
该作品获征文中学组二等奖

爸爸的车
□昌吉市第十小学四年级（7）班 李晨曦

我们的节日
□木垒县第三小学六年级（3）班 武子昊

我心中的英雄
□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小学五年级（2）班 阿克江·得力卡提

我眼中的民族团结
□阜康市第四中学七年级（6）班 俞皓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