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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之美》水粉画

□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八年级（3）班 石艳璇

指导老师：王晓莎

《小鸭》水粉画

□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九年级（5）班 李怡冰

指导老师：信红生

□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九年级（2）班

杨玉婷

指导老师：王晓莎

《家乡美》马克笔画

□阜康市第一中学八年级（3）班
胡心语

指导老师：石璐璐

《色彩与笔触》素描

一碗老酸奶
□昌吉市第二中学八年级（7）班 牛英花

□奇台县第十幼儿园麦苗（1）班

秦畅

指导老师：汪美玉

《最美妈妈》马克笔画

□奇台县第十幼儿园麦苗（1）班

米娜拉

指导老师：昌晓佳

《我爱你，妈妈》马克笔画

我爱家乡的小城
□呼图壁县第一小学幸福校区三年级（3）班 白梓熙

折叠式汽车
□昌吉州实验小学四年级（8）班 朱思源

在中国大地上，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故
事。而昌吉——这座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的
城市，也拥有着自己的辉煌篇章。

昌吉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各种各样，却少不
了挥之不去的酸奶香。昌吉这座城市可能并不出
名，但它的特产——手工老酸奶，是我们所有大人
和小孩儿都喜欢吃的一道美食，尝一口酸酸甜甜，
回味无穷。

我的母亲从我奶奶手里继承了做手工老酸奶
的技艺，并把它发扬光大。每次做酸奶前，母亲先系
上那件她最喜欢的花围裙，然后把手洗得干干净
净，再冥想一会儿，颇具仪式感。首先，她把牛奶倒
进锅里，大火煮开，等牛奶沸腾后，倒进另一个盆
里，等它降温。晾至常温后，再加入一勺白糖和两大
勺酸奶，轻轻搅拌均匀，盖好盖子，放置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酸奶就做好了。打开盖子，芳香四溢，品
一品，酸甜可口。我们村里许多人家都养奶牛，女主
人都会做酸奶，我母亲做的酸奶味道最好，有一种
浓郁的奶香，又带有一种微妙的酸甜。邻居们对母
亲的手艺赞不绝口，纷纷向母亲讨要秘方，母亲只
是微微一笑，秘而不宣。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在村
头路边摆了个小摊位，专卖大碗老酸奶。前有路人
驻足品尝，后有村民前来捧场，母亲的酸奶生意逐
渐红火起来，家里的生活逐渐富足起来。母亲的脸

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脸上展开的皱纹和眼角拉伸
的弧度让人感到她的幸福和满足。

母亲做酸奶的手艺远近闻名，于是母亲有了个
大胆的想法：走出村子，走出乡镇，去城里发展，让
孩子们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教育，让家人们享受更加
美好的生活。

村委会领导对母亲的想法很支持，帮她联系营
业摊位，还为我家免费提供了一笔创业启动资金。
等所有的手续办好之后，母亲的酸奶店在昌吉小吃
街正式营业了。开业第一天，我被眼前的一切震惊
了。小吃街里商品琳琅满目，各种美食飘香，吆喝声
此起彼伏。母亲一开始有点拘谨，不敢大声叫卖。受
到其他商家的影响，不一会儿，她也开始大声吆喝
起来。有个老奶奶来买我家的酸奶，她看看卖相，尝
了两口，不禁竖起了大拇指。我立刻想出了一个好
办法，用小纸杯盛酸奶，请路人免费品尝。这招果然
管用，不一会儿，母亲的摊位前就围了好多人。我忙
不迭地发放纸杯，客人们尝了赞不绝口，说酸奶又
酸又甜又新鲜。我听了他们的夸奖，一种自豪感油
然而生。

转眼两年过去了，母亲的酸奶生意越来越红
火，我家在城里买了楼房，母亲在城里一边做生意，
一边陪我读书。父亲依旧住在农村，他舍不得离开
他热爱的那片土地，离不开他的马、那群羊和那条

老狗。父亲说家里还要扩大奶牛的养殖，只有奶牛
的品种更新了，数量多了，才能给母亲提供更好的
奶源，才能为酸奶生意助力。

现在科技发达了，市场上售卖各种品牌的酸奶
机，我和父亲心疼母亲，寻思着购买一台，不想让母
亲太辛劳。母亲拒绝了，她说：“有了酸奶机固然省
心，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手艺不能丢，这也是
我做的酸奶比别人家酸奶好喝的原因。”母亲若有
所思地望着远方：“这钱啊，永远也赚不完，我这做
大碗老酸奶的秘诀也该给大伙儿说一说了。”

在昌吉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是最伟
大的力量。正是由于千千万万个像母亲一样的人民
群众不辞辛劳、富有智慧的创造，才有了现在如此
美丽的昌吉。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人民才过
上了好日子。

昌吉小吃街只是这座城市繁华的一个缩影。很
多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昌吉人的热情好客给他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返乡之后，他们还长久地
想着这个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昌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就像孩子，依偎在昌吉温暖的怀抱中，在这
个美丽的城市中舒适地生活，快乐地成长。

指导老师：孙琰（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
昌吉”征文中学组二等奖）

我今年九岁了，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城市——
昌吉。这里没有像北京那样多的高楼大厦，没有重
庆那样拥挤的人流，也没有上海那样的魔幻独特，
更没有深圳那样的领先科技，但我依然喜欢它，因
为，它是我的家乡！

如果你一定要追问我为什么，就让我来告
诉你：

家乡是我呱呱坠地，第一次睁开眼看到的地
方，那里的人，喜欢笑，喜欢闹，含苞待放的雪莲花
一样的新疆大剧院，上演着丝绸之路的歌舞盛况。

家乡是我蹒跚学步，第一次站起来走路的地
方，那里的人，不怕苦，不怕累，迎着黑夜让我们拥
有了发光又发热的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

家乡是我牙牙学语，第一次说出热爱的地方，
那里的人，低下头，弯下腰，顶着太阳让我们成为
世界三大黄金葡萄酒产区之一。

家乡是我初学握笔，第一次写下难忘的地方，
那里的人，各民族相亲相爱，肩并肩让我们成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我喜欢这座小城。走在绿树成荫的小路上，阳
光一点也不刺眼。蹲下来仔细看着一步一步向前
爬行的小蜗牛，亲切又踏实。

这座小城也喜欢我。初升的太阳会准时照耀着
我上学的小路，随风舞蹈的小花们总在我难过时向
我微笑，带给我快乐，教会我热爱，陪伴我成长。

这座小城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晚，但我相信它
绝不会缺席。看，远处的海棠花已经盛开了，它一
定是在为我们准备春天的礼物。

小城的夏天，不论是一步一景的小公园，还是
绿浪来袭的S101天山地理画廊风景道，都是热闹
到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秋天的小城，最美的应该就是那被秋色染成

的白桦林，一棵棵婀娜多姿的白桦树犹如亭亭玉
立的少女，浓淡相宜，絮絮低语，金灿灿的落叶铺
满大地，放眼望去层林尽染。

进入冬天，这座小城群山白雪，银装素裹，随
着清早那一盏盏白炽灯慢慢亮起，安静一夜的银
色盛会被咯吱咯吱的踩雪声打破，开始了冬天的
热闹，鞭炮、烟花、彩灯……欢快极了。

这座小城，它很小，但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是一颗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这座小城，它很静，但它景色优美、风光无限，
是一幅雕刻在大漠之都的壮美画卷。

这座小城，它很冷，但它能歌善舞、热情好客，
代表了坐落在天山北麓的美丽庭州。

我爱家乡的小城，家乡的小城也爱我。
指导老师：顾燕玲（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

丽新昌吉”征文小学组三等奖）

在一个雨后清晨，妈妈送我去上学。我们坐上
了一辆可爱的宝宝巴士，可是，车刚走没几步，便一
不小心加入了堵车的大军，以至于我到学校都迟到
了。从那之后，我一直想发明一辆会飞、能折叠的多
功能小汽车。

这个多功能的汽车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发明的
小汽车很小巧，可以变成我们平时吃的小药丸那么
大，当被打开时，又可以变成大象那么大，它搭载着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在蓝天上自由自在地飞行。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苍鹰号”。它是我的座驾，
“机身”红白相间，十分炫酷，白色的汽车轮子在空中
转动，它一飞上天空，就仿佛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这个汽车有很多功能，可以每天接送我上下
学，还可以帮我取快递、买书本……每次执行完任
务，它又变成手那么大，停到我的书包里休息。

它是用纳米材料制作的，比钢铁还要结实百
倍，却比棉花还要轻，性价比超高。它还有一双眼
睛——那就是自动导航系统，这可是人工智能为它

量身设置的服务，走到哪儿也不怕丢。
这个汽车还有很多附加功能。它可以联通消防

水管进行高空火灾救援，还可感知四季、调节温度。
夏天，它会送出凉爽的微风，冬天，它会吹出暖和的
热风。有了它，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出门了。

虽然上面的一切都仅仅是设想，但我相信，只
要充满好奇、只要付诸行动，总有一天我会把它变
成现实。

指导老师：宁世慧

□阜康市第五小学六年级（5）班
王诗涵

指导老师：石璐璐

《几何世界》素描

□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七年级（6）班
胡西丹

指导老师：柳晓婷

《美在耕耘》水粉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