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马克笔画

□玛纳斯县第四小学四年级（2）班 何馨悦

指导老师:陈阳宾

《绿色出行》马克笔画

□玛纳斯县第二中学802班 李赫然

指导老师: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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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家乡巨变，立青春之志
□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六年级（1）班 吾丽潘

吾有所爱，其名昌吉
□木垒县第三小学四年级（2）班 夏文祥

□昌吉市第十小学五年级（4）班

张诗睿

指导教师：陈丽春

《未来生活》马克笔画

□昌吉市第十小学五年级（6）班

莫雨萱

指导老师：陈丽春

《保护家园》马克笔画

□昌吉市第十小学五年级（6）班

尚君妍

指导老师：陈丽春

《科技改变生活》马克笔画

□阜康市第三小学六年级（1）班

马靖彤

指导老师：张璐敏

《锦花戏鱼绘团芳》国画

□阜康市第三小学六年级（1）班

马靖彤

指导老师：张璐敏

《竹瓶荷韵》国画

□吉木萨尔县第三中学七年级（10）班

郭祖赫

指导教师：仝英

《童年追月》国画

在不知不觉中乘着岁月的洪流，于
时代奔涌的浪潮中可窥见一个城市的
缩影，当我每每坐在车上借月色看那点
点灯光点缀的小城，遥想往昔的“黑灯
瞎火”，亦能看到时代的缩影。

——题记

“辉煌七十年，壮丽新昌吉”，看到
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不禁感慨，原来自
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已经成立七十周年
了，它见证了我十年的成长，也见证了
我少年的模样。

怀着这份激动，我来到了博物馆了
解这座城市的过往，但有的内容晦涩难
懂，于是我通过身边人讲的故事了解到
了它过去的模样。

我从姐姐口中得知，爷爷是新中国
成立前出生的。那个年代的昌吉到处是
土坯房，坑坑洼洼的土路，没有手机，不
懂科技，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找
寻生活下去的方式。爷爷在做车间工人
时，一心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
某些原因，未能成功加入党组织。一米

八大个子的他因此颓废迷茫了一段时
间，而后连续五年递交入党申请书，最
终在 1975 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五十
多年如一日，不论家在哪里，不论是乡
下还是县城，他都尽最大努力做力所能
及、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六十年代初，爷
爷作为生产队副队长，身上的担子常常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他知道党组织
愿意吸纳他，是对他的肯定，他不能辜
负党组织对他的信任。这个故事鼓舞着
我，也让我明白了身处那个时代的他们
有多么艰辛。

随着时间的流逝，来到爸爸出生
的年代。爸爸口中的昌吉，每个地方
相隔遥远，冬天出门永远是瑟瑟发
抖，后来慢慢出现了车子，一些地方
建起了矮楼，横空出世的小灵通电话
更是见证了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
水平慢慢提高，昌吉慢慢变得美丽富
饶起来。

到了我出生的时候，我依稀记得
家里冬天的温暖。娱乐场所和健身
活动设施随处可见，人们也不再拘

泥于一隅之地。从小家里的电视就
有了网络，似乎在不久的将来我也
能走到时代的前列一样。十年时间，
人们的生活在悄然间发生改变，家
乡一改往日的荒凉萧瑟，取而代之
的是便捷与舒适。

又是十年，在时代的浪潮下，国家
奋楫前行，不失机遇。我们抬眼便可见
城市日新月异，我所在的小城也在悄然
无声中发展变化。我期待这座城市的未
来，我更希望自己成为这座城市以后发
展的见证人。

现如今，教育、医疗、科技各方面发
展速度快之又快。看到大哥哥、大姐姐、
叔叔、阿姨为了这座小城不断努力的模
样，我常常为之动容。我了解了这座城
的过往，更加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欲为家国除弊事，脚踏实地驻
未来。我定当踏踏实实学知识，扎扎实
实做事情，用自己的行动建设更加美丽
的昌吉。

指导老师：韩小英（该作品获“辉煌
70年 壮丽新昌吉”征文小学组三等奖）

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说“女大
十八变”。在我眼里，我的家乡就是一位
妙龄少女，随着时代的变迁，她学会了
打扮，变得明艳动人。

要致富，先修路。一座高耸的云塔照
亮了前行的路，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农
村的情况下，一条条好消息传进了阿什
里村。一天清晨，一声声慷慨激昂的话语
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睁开睡眼惺忪的眼
睛，爷爷戴起了老花镜在一旁记着断断
续续的笔记，我蹲在一旁听着大人们展
开激烈的讨论。后来我们的阿什里村有
了炊烟袅袅、水泥房、柏油路。爷爷说：“以
前下雨必须穿着高高的雨靴，放牛放羊
回家后将雨靴上的泥土沙石一层层刷干
净晾在窗台。现在宽大、结实的柏油马路
代替了土路，薄薄的石沙路铺满了整个
小村庄。”小小的我冲进房间，拿起妈妈给

我的零花钱，兴奋地去找爷爷。我说：“爷
爷，我的钱可不可以修路啊。”爷爷笑着
说：“傻孩子，这钱不需要咱们出，你要知
道咱们背后可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时过境迁，我们的阿什里也有了一
栋栋平地而起的楼房，周围的水泥房也
多了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昌吉与
泉州手拉手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在
泉州人民的支持下，阿什里村建起了天
鹅小镇，小乡村变成了小城镇。

窗外斑驳的树影，断断续续的讲课
声，加上燥热的天气，让人无法静下心
来，年迈的老师戴着老花镜，讲着模糊
不清的试卷。听爷爷说，这是十几年前
农村的教育现状。现在呢，村子里的人
都能够学习知识，人人都会说普通话，
就连我家里的爷爷奶奶，也能用普通话
帮外来人指路。从前的校舍仅有两间，

条件艰苦；现如今我们有教学楼、办公
楼、宿舍楼、学生食堂、教职工餐厅，甚
至在州党委、市党委及泉州的帮助下，
建起了一座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体育
馆，可谓焕然一新。我们阿什里乡中心
学校，不仅在硬件设施上有了质的飞
跃，在体育运动以及文化课等方面也有
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的泉昌情足球队队
员连续三年有幸参加了研学活动，我们
的眼界开阔了，意志也因此更加坚定；
有了如此优质的资源，作为少年的我们
一定会踔厉奋发，砥砺前行，让梦想在
时代绽放绚丽之花。

这就是我的家乡，一位随着时代的
变迁，她也在不断变化，我期待并相信她
会越变越美丽，越变越可爱。

指导老师：焦爱香（该作品获“辉煌
70年 壮丽新昌吉”征文小学组三等奖）

星期天的清晨，阳光洒在嫩绿的草
地上，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在风中摇
曳，一只只上下翻飞的蝴蝶在空中嬉
戏，一棵棵大树屹立在草地两边，洒下
斑驳的阳光。今天，我终于来到心心念
念的乌鲁木齐市植物园观赏。

走进植物园的南门，往西北方向的
小道走，两边的松树高高的挺立着，松
叶被微风吹拂，发出清脆的沙沙声，这
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皎然的“为爱松声听
不足，每逢松树遂忘还”的诗句。

沿着小道，穿过松树林，就看见位
于植物园中央的天鹅湖。平静的湖面像

一面镜子，映照出蓝蓝的天空和朵朵白
云，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在湖中，数只姿
态优雅的白天鹅悠闲地在水中游戏，时
不时溅起朵朵晶亮的水花和一圈又一
圈的涟漪。走近仔细看，水下一条条金
鱼欢快地畅游着，有时还顽皮地将头探
出水面吐出一串串水泡，还有几只在水
草里穿来穿去，好像在捉迷藏呢，让我
不忍心打扰它们。

轻轻穿过天鹅湖的小木桥往西走，
就来到了著名的芍药园。还没有走进去，
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就扑面而来，沁人
心脾。走进芍药园，我仿佛置身于花的海

洋中。这里的芍药五彩斑斓，白的高贵，红
的热情，紫的神秘，黄的活力，粉的浪漫。

离开芍药园，就到了郁金香园。花
的世界就在我眼前展开，郁金香花田就
像打翻的调色盘，将人间装扮成梦幻的
油画世界。微风拂过，郁金香花朵摇曳
生姿，仿佛在跳一支优美的华尔兹，摆
弄出春的醉意。

转眼夕阳西下，我恋恋不舍的离开
植物园。这次游览，让我领略到了植物
多样与神奇，我对植物园的喜爱也愈发
深厚。

指导老师：宁世慧

游植物园
□昌吉州实验小学四年级（8）班 刘一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