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世界》马克笔画

□吉木萨尔县第一小学一年级（5）班 张胜男

指导老师：杨国玲

《我的家乡》马克笔画

□吉木萨尔县第一小学二年级（3）班 莉娜

指导老师：杨国玲

□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八年级（2）班

郭佳芸

指导老师：信红生

《花》水粉画

□吉木萨尔县第三中学八年级（5）班

赖美含

指导老师：周丽

《鹤》水粉画

□吉木萨尔县第三中学八年级（5）班

曼录丹

指导老师：周丽

《玉兰花》彩铅画

我家乡的天地园是个和谐美丽的地方，从早到
晚景色氛围各不相同。

早上，天地园静悄悄地，忽然传来几声鸟叫，给
静静的广场注入了几分活力。这时，又来了几个到
广场晨跑的老爷爷、大哥哥、小姐姐，小鸟儿叫得更
欢了，为他们歌唱，为他们加油。

下午，天地园热闹极了，老老少少都喜欢来这
里玩耍。小朋友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滑滑板车、滑
旱冰，有的捉迷藏，还有的放风筝……你看那滑旱
冰的，滑得真快呀！哎呀，他不小心摔倒了，都哭了，
一定非常痛。不过没关系，他不怕疼，只见他勇敢地
爬起来又继续滑。你再向天上看，哇，风筝好多呀！

金鱼、老鹰、孙悟空、长龙……各式各样的风筝在天
空中竞相飞翔，形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周围
高大的树木像是广场的卫兵，时刻保护着小朋友的
安全。

一些小朋友趴在河边的石栏上向下望着。哦，
原来他们正在看工人叔叔们修建排污管道。一辆挖
掘机将它那巨大的爪子伸向地里，一抓便是一大铲
泥土，再伸出长长的臂膀，倒入河中。这巨大的东西
真厉害。小鸟飞起来，快乐地歌唱，好像在为他们鼓
掌喝彩。

夜幕降临，广场更热闹了。大人们欢聚一堂，音
乐也随之响起。人们随着音乐高兴地自由舞蹈，有

的还边唱歌边跳舞。
月亮姐姐出来了，是被好听的音乐吸引出来

的，是被人们美丽的舞蹈吸引出来的，是被大家火
一样的热情吸引出来的。有人想走，月亮姐姐就跟
着走，似乎舍不得似的。小草、大树都竖起耳朵听音
乐，睁开眼睛欣赏人们优雅的舞姿。时间不早了，人
们都回家了，小草和大树也都睡了，月亮姐姐还在
夜空照着大地。

这天地园真是美丽又迷人，快来和我一起玩耍
吧！

指导老师：王丽娟（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
新昌吉”征文小学组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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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
□昌吉州第一中学高一（8）班 郭昕彤

□吉木萨尔县第三中学八年级（5）班
田荣

指导老师：周丽

□吉木萨尔县第三中学八年级（6）班

马思雨

指导老师：周丽

《猫头鹰》马克笔画

□阜康市第五小学二年级（4）班

张语彤

指导老师：张璐敏

《缤纷梦想》水彩画

□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七年级（8）班

张紫文

指导老师：柳晓婷

《未来世界》电脑绘画

《飞天》水粉画

人有其本，麦有其源。

——题记

去俄罗斯旅游的舅舅回来了，饭桌上，他迫不
及待地与我们分享他见到的奇闻趣事：“真是天大
的奇事，我在俄罗斯的一家饭店吃饭，觉得面食特
别筋道，就问老板用的什么面粉，老板拿给我一看，
你们猜怎么着，竟然是咱奇台的面粉！”一桌人的眼
中闪过了惊讶，随后是藏不住的骄傲。

我们是一个来自奇台的家庭，虽然搬到昌吉市
许多年，但那片故土仍是我们心中最特别的存在。
家里长辈提议，“正好，趁着孩子暑假，回去看看
吧。”随后，一行人便踏上了盼望已久的归乡之路。

路上，爸妈激动地聊着儿时的故事，回忆着那
深深藏在心里的故乡的模样。爷爷奶奶同我坐在后
排，静静听着不说话，显得有些特别。但我清楚地知
道，他们对奇台思念得更深，盼望得更久，也更期待
见到那片熟悉的土地——是他们眼中泛起的阵阵
涟漪告诉我的。爸爸说刚搬到昌吉时，我还没出生，
那时他们经常走这条路。时隔多年，再次走上这条
回家的路，还是同样的人，同样的心情。不同的是，
路旁的荒滩似乎摇身一变，都变成了菜地、玉米地、
麦地……

“哇！看来咱奇台的小麦真的出名了。视频上说
奇台的小麦好几项指标都是全国第一，还远销到北
京、上海等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今天回
去一定要吃一吃奇台的拉条子。”妈妈已经有些迫
不及待了。

“大黄山服务区到了，我们歇会儿吧。”进了服务

区大厅，几年前零零星星的商品展区如今已琳琅满
目。一转头，我看见了“奇台面粉”几个大字，像是看
见了熟人似的，赶忙叫妈妈来共享这份骄傲。忽地听
见爸爸在跟别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是位衣着朴素的
男子，看起来上了年纪，皮肤黝黑、布满沟壑，手指粗
壮、满是伤痕，头发花白、略显稀疏。爸爸介绍：“这个
爷爷是你爷爷的朋友，也是咱奇台的，之前是农民，
可能干了。”老爷爷笑了笑说：“老啦，老啦，现在干不
动了，让儿子替了我的班。”“您儿子还在奇台吗？”

“是呀，我这不回去找儿子嘛。”“太巧了，我们今天也
是回奇台的。”在老爷爷的热情邀请下，我们答应同
他一起去他家的麦田里转转。

路途虽远，但并未消磨掉我们对故土的牵挂与
热情。快到目的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麦地一览无
余，我趴在车窗上久久未回过神来。金色的麦田延
伸至天际，像是金色地毯。微风吹过，麦浪滚滚，甚
是动人。老爷爷一路带着我们到了他家的地头，下
了车，一股淡淡的麦香沁人心脾，令人舒心安宁、恬
淡平和。我小心翼翼地走进麦田，脚下是松软的泥
土和摇曳的麦穗。阳光下，麦穗粒粒饱满，闪耀着诱
人的光泽。走到麦田中央，我停下了脚步，闭上了双
眼，感受着这片土地给予我的温暖和亲切，回头寻
找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他们也同我一样，陶醉在
这片麦田里。

“你们好！你们好！”一个响亮而有活力的声音
响起，是老爷爷的儿子来了。令我诧异的是，这位叔
叔并未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如果不说，一定没有人
猜得出他是一位农民。他衣着虽不华丽，但整洁大
方；皮肤虽不水润，但并不粗糙黢黑。他手上拿着个

皮包，匆匆向我们走来。“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
了，刚有个客户打电话要签合同耽误了。”我恍然大
悟，新时代农民早已接班，老爷爷与儿子站在一起，
则像是新时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接轨。奇台的小麦
近年来“上天入地”，让全国各地都知晓了它的名
字。而奇台小麦之所以能走出全国，走向世界，正是
因为有这一代代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累的农民，
年复一年地在麦田里劳作。“麦田守望者”是对他们
最好的称赞。

总算是到了奇台，我们像是在外奔波许久的游
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大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
绪，爷爷奶奶潸然泪下。这是无比热爱的故乡，深切
思念的故乡，期待已久的故乡。进入两捆麦穗相迎的
拱门，我们来到了腰站子村。腰站子村历史上曾是奇
台老县城通往今奇台县城的重要驿站，赶车的人到
了这里人困马乏，驻足吃饭。如今，一拨又一拨的游
客，为了领略独特的麦田景观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
淀专程而来，住特色民宿，吃一盘拉条子。在小麦产
业的带动下，腰站子村年接待游客量达六万人次，在
全疆开办了五家“腰站子面馆”连锁经营门店，年销
售额超千万元。腰站子村的发展真真正正地体现了
乡村振兴的力量。不仅是我们，奇台的每一个儿女都
为家乡的发展而自豪，为家乡的进步而骄傲。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麦田对于家乡的意义，只
是单纯觉得它很美。这次寻根之旅，当我再次站在
麦田边，感受到的不仅是它的美丽与温暖，更是其
生命的力量。

指导老师：张芮（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
昌吉”征文中学组二等奖）

惠民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也轻轻地拂过我
熟悉的这片土地，让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
亲切。

终于放暑假了，我又可以去奶奶家放松几天
了。听爸爸说，奶奶家的村子变化可大了，我真有点
迫不及待了。

晃了一天的车，终于到站了。我背好行囊，准
备走几公里的山路。一下车，我顿时蒙了，弯弯曲
曲的山路不见了，眼前出现的是一条并不宽敞但
很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栽起了整齐的小树，我
左端详右打量，确定没下错车，才大步向村子里
走去。

远远望去，村庄已依稀可见。可是歪歪扭扭的
土围墙怎么不见了？只见家家户户的院子都一样，
白白的围墙上垒砌着红色的砖，原来各式各样的大

门都变成了红色的双扇大门，好整齐呀！咦，奶奶家
门前怎么多了一幢二层小楼。走近看，小楼上写着

“山城居民娱乐中心”。楼前面还有一块宽敞的空
地，都用水泥抹平了。这里真是热闹非凡，张爷爷背
着腰鼓，打得正起劲呢；王伯伯坐在他身边，有节奏
地敲击着手中的铜锣；李叔叔身体比较健壮，胸前
挂着大鼓，胳膊抡圆了敲着，鼓声震天；场地中央，
老爷爷、老奶奶们扭着他们的“丰收大秧歌”；阿姨
们正挥动着手中红浪般的扇子跳舞；年轻人则踏着
节拍跳健美操……瞧，这里的人们个个脸上洋溢着
喜悦。尤其是九十岁高龄的李奶奶，你看她的脸都
笑成九月的花了。

清脆的锣鼓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奏响了人们
和谐欢快的生活之音，给这沉寂已久的山村平添了
许多的色彩。奶奶说：“村里的变化都是驻村干部带

来的。他们一来到这里就走街串巷，了解村子里有
困难人家的情况，给他们申请困难补助金，还帮我
们修起了围墙，建起了居民活动中心。现在，我们每
天下午都会在活动中心娱乐，大家唱歌，跳舞，可开
心了。为了照顾村里的这些老人，驻村干部们还自
己出钱给大家买了小鸡，让我们养大，他们再帮我
们卖出去……”

奶奶的絮叨好像一曲赞美的乐曲，回荡在我的
耳际。我深深地体会着发生在山乡里点点滴滴的变
化，不禁慨叹惠民春风的温暖，吹绿了山乡的树，吹
红了山乡的花，吹开了每个人灿烂的笑容，这座小
小的山乡——我的家乡，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
变化。

指导老师：张文静（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
新昌吉”征文小学组二等奖）

山乡巨变
□木垒县新户镇中心学校三年级（1）班 阿孜依娜

和谐美丽的天地园
□吉木萨尔县第一小学四年级（4）班 许震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