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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优秀作品选登

站在黄果飞瀑下

之前所有的想象都归零

奔腾的水花虽远却溅人衣襟

洗净人间污垢还原纯洁

瀑布连珠的黄果树声名显赫

龙宫 格凸河

白马湖 夜郎湖

碧水绕百岛 溪流进村落

清风扫过只留下芬芳遍野

数百年形影不离的银杏

挂着多少民间的红结

记载多少世人的愿望

敲响金钟 回荡激情

洪湖映照着曲线优美的九孔桥

四周返古建筑韵入文化

即将回来的千峰河水

又是一个新奇迹

且不说夜郎 牂牁

单是揭开那六百年面纱的屯堡

那地戏 那山歌

转眼就那般风起云涌

文庙下红鲤相戏泮池

二龙对望于石柱盘旋而上

北面的穿洞点燃了亚洲之灯

南面的文笔又跃上了塔山

写不完的安顺 发不完的赞叹

小小的笔 挂一漏万

今天 这里的文明很浅

明天 却又在未来身边

安顺市第五中学八年级（1）班 张达亚 指导教师：刘静

安顺之歌

快要开学了， 可我一点都高兴不

起来。 伤心，占据了我小小的心灵，每

天，我都不停地干活，干活……想借此

缓解心底的压力。

我生在农村，是个黄毛丫头，排行

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的家本应该是很幸福的家庭， 爸爸

身强力壮，妈妈是劳动的能手，虽然是

以务农为主， 但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

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的

生活蒸蒸日上时， 灾难降到我们的头

上，爸爸生病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年

下来光是给他看病抓药就花光了家里

所有的积蓄， 更糟糕的是家里的负担

全落在了妈妈一个人身上， 在农村，

少了一个男劳动力，生活真是难上加

难了，犁田，重活……哪一样少得了

爸爸，爸爸这一倒下把我们推向了绝

境。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妈妈打开了

我的房门，坐在我的床前，双手握住我

的小手，颤抖着对我说：丫头，我知道

你成绩不错，学习也很努力，但我们家

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妈妈是再也承

担不起你们姐弟三的学费了， 咱们不

去上学了好吗？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

该说什么，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那一

夜，我失眠了，心里有说不出的痛。

九月开学的那天， 我把自己关在

屋里， 我害怕看见伙伴们背上书包上

学的一幕，听着他们远去的脚步声，我

哭了， 跑到村头， 目送着他们一路走

去，直至看不见人影。

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书本，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的熬着，有一天中午，我和

妈妈在地里干活，不知什么时候，李老

师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告诉妈妈说，孩

子可以上学了，现在国家实行了“两免

一补”政策，书学费全免，而且还有生

活补助费，听了老师的那一番话，我又

高兴又激动。

今天，我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吸收

着精神的养料，心想，现在党的政策真

好啊，如果没有“两免一补”的政策，我

或许还在田里劳作呢，是的，我一定牢

记党的恩情，不辜负党的关怀，珍惜机

会努力学习， 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

一生。

黄腊初级中学七年级（2）班 莫美娥 指导老师：狄霞

阳光洒满路

西秀区委宣传部、西秀区文明办、共青团西秀区委、西秀区教育局、西秀区老干局联合主办

家乡， 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小桥流

水，是才人画匠画卷中的水墨缩影。

我的家乡在贵州， 我爱这里的山

与水。谈到家乡便想到《天净沙·秋思》

里“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 家乡的水

脱俗而清秀， 柔柔地从桥里穿过缓缓

流去，河岸上杨柳依依，仿佛翡翠项链

上的琉璃。 而鸭子们也沉浸在它的温

柔里，小桥流水人家，几笔勾画了一幅

清晰的水墨画。

远处的高山高插入云，青树挺拔，

争先恐后地想要去感受一下阳光的温

度。光透过树杈稀稀疏疏的洒下，低矮

的灌木丛只得在下面静静的观望。 阳

光更强了， 原本挂在灌木丛上的小水

珠们纷纷向上飘去，透过光的照射，仿

佛给大地穿山了纱衣，云遮雾绕，缥然

胜似仙镜，不由让人增添了几分敬意。

童年，总爱在田野里野跑，特别是在油

菜花盛开的季节， 拿着奶奶给我做的

纸风车，看那些风吹拂着大片的花海。

此时花海再次涌起， 风从我们的身边

掠过，摆弄着我的风车，摇曳着我的裙

摆，抚摸着我的头发。这时张开手掌便

能感觉到风从指缝间穿过的愉悦和袭

人花香的快感。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走进

村子环顾四周，那一座座的大山不仅长着

参天的古树，也生长着繁茂的竹林，村里

心灵手巧的“老师傅”便把它做成各式各

样的竹器拿到集市上去卖。

每逢涨河水的季节， 我们可就乐

开了花， 大大小小的鱼儿随着水流游

了来， 有经验的人知道在什么地方能

捕到更多的鱼， 捕鱼工具也是用竹子

做成的，把鱼具放在水流湍急的地方，

一个大浪奔过去， 哗啦啦的止息过后

就能看到几十条银光闪闪的鱼在渔具

中上下跳动， 这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很庆幸我生在了这个和平的年

代，在祖国母亲的关怀下，我的家乡会

越来越美， 幸福的空气弥漫在村里的

各个角落，生活在这广阔是土地上，歌

声代替语言阐述了我们对祖国对家乡

的热爱。

暮色相拥的傍晚， 河水被夕阳染

得绯红。 再眺望远处的山峰和古树，共

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水墨画卷，家乡，

你怎能让我不流连。

水墨家乡，水墨情，道不尽的美。为何

它让我如此赞美，因为它美得深沉。

双堡中学九年级（1）班 田雪 指导老师：时明忠

水墨家乡

在五月这个萌动的季节， 我来到

了这个不一样的南方城市……烟雨朦

胧，薄雾袅袅，多么娇美，你有着江南

的柔情和自我的神韵。

青峰叠千翠，远山环四城。 远山一

片苍茫葱郁的绿色， 青峰挺立于你的

傲骨之上。不尽英姿画来。这样顶天立

地的你，叫我如何不欣赏？

一泻千里的黄果树大瀑布， 天工

集成的紫云格凸河， 你的水也不乏雄

壮英姿，叫我如何不侧目？

千古重镇， 西部之秀。 柔美而雄

壮，神秘而潇洒。 远近闻名的地戏，弛

名中外的穿洞文化。吸引着我，一点不

掩饰心中的悸动， 把自己长大短短的

脚印踏向这里，踏向未知的神秘。

瀑面之乡

雄奇险秀，冠绝世界。 一泻千里是

你的气势，奇绝险峻是你的风姿。

柳暗花明的水帘洞中可存有《西

游记》中的神奇？ 脾睨天下的“中国第

一瀑”就在此，而你可有高例不羁？

捣珠崩玉，飞沫反涌。 那居高临下的

气势震慑了我，也震憾了躁动的人群。

翻飞而出的水珠打在身上，脸上异常

舒适，沉醉在这奇绝装绝的景致中。

紫云格凸河

雄奇险峻，浑然天成。 青山绿水，

暗河溶洞，清丽脱俗，格外迷人。

这里有棺木高悬，形成千古迷局；

这里有上万只燕子栖息，若彩云出岫，

形成“燕王宫”；这里有晨曦为色，岩浆

为墨，交织成的“彩锦帘”；这里有洪水

从岩石上倾泻而下， 形成多级暗河瀑

布群……

水绕山行，千嶂叠翠，尽善尽美。

地戏之魂

地戏是一种古老的戏剧， 随口而

唱， 应声而舞。 表现了征战格斗的打

东，雄浑粗犷，豪迈古朴。

赞美忠义、颂扬忠良。 体现了中华

民族五千年来的精魂———忠勇仁义。

表演者戴上青面獠牙的面具，穿

上唱戏的服装，手执戈矛刀戟。 唱涌着

七言和十言的韵文。 一人起声而众人

伴如，粗犷而雄浑……

地戏之魂，忠勇仁义，一个个鲜活的

历史人物被用地戏的方式演绎出来，把中

华民族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蜡染之乡

琳琅满目的蜡染商品， 想起了传

说中染布的姑娘。

靛蓝色的衣服、 书包、 手帕迷了

眼，不禁感叹艺术的神奇，这巧夺天工

的艺术品灵动而不失稳重， 那繁复古

典的图案是寄托着他们对生存、对美、

对快乐的理解与向往……

飘飞的思绪

时间在寒冷苍茫夜色中匆匆，呼

吸中的微热将凝冻的神经雾化。 转眼

已是三年，一发幽深得知一帘春梦。

回忆如天空中的星辰，飘渺着，忽

明忽灭。

风水嘶哑， 斑驳了回忆， 岁月如

歌，加深着思乡的悉绪。

曾经模糊在往事里， 时光把一切

都梦幻化，匆匆而过，不为任何人、任

何事而停留，岁月峥嵘中，只有你，我

深深爱着的故乡，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亘古不改原本的风姿。

山水空彻， 爽爽的是你， 语尽词

究，只因你的美丽。

时光在岁月里穿梭， 把往事串连

成最美的天簌，你的风景如歌，纵横在

我的世界里……

岁月如歌

我能否沉醉在五月的雨， 六月的

景， 七月的天气里， 如今的风景最称

道，此般自失只有你。

望你秀丽如画，景色窕窈，我愿日

日夜夜守你年年岁岁，古往今来，任尘

世更迭，你依旧兀自美丽着，亘古不变

……毓秀而钟灵， 不卑不亢地绽放着

你的芳华，在这世界一隅……

安顺五中七年级（1）班 肖雯婷 指导老师：王延兰

西部奇葩，锦秀之城

安顺四中八年级（1）班 唐雪 指导老师：金飞

昨天 今天 明天

华丽沧桑的蜕变

你度过了九十周年

坎坷曲折的道路

你走过了山河冰川

如今，你繁华昌盛

如今，你经济发达

如今，你气象万千

如今，你军民一心

历史见证

你从远及近的艰辛

你一路洒下的辉煌

九十年的风雨

九十年的历程

那些年的狂风暴雨

洗礼出了今天的安逸生活

情不自禁想起那句

不见风雨怎见彩虹

昨天 如此颓废

今天 如此幸福

明天 如此憧憬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

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

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经过

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我喜

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支歌。 奶奶把歌声里的事

情告诉了我：四十多年前……

那时的日子，和今天富裕、幸福的生活无可比拟。

奶奶的家乡在安顺开发区白果村。 村子很小———不

足百户人家。村子的左边有一座约 600平方米宽的水库，

水库边上有一座坟山，有些阴森恐怖。 村前有一条小河，

村后有一座小山，小山上栽有稀稀疏疏的几棵树，孩子们

有时带上草绳拴到两棵树上荡秋千。 奶奶家住在村子的

水库脚下，水库里的水流经暗河淌到家门前，洗衣用水很

是方便。

村民们很朴实，都以种田地为生，全村只有五六人做

生意或者上班。

我爷爷就是一名工人。每天早出晚归，有时还从距家

十余里的工厂里挑回一担大粪，帮助奶奶种庄稼用。我的

爸爸和大姑、二姑在家里也是有明确分工的。那时爸爸已

年满 16岁，可以到生产队里出工，帮助家里挣“工分”。大

姑读书回来后就把家里的水缸担满水，还要“拌煤炭”。二

姑负责打猪草和洗碗。 爷爷的工资也用来贴补家用……

尽管一家人非常勤劳，奶奶也特别能持家，但日子还

是过得紧巴巴的。吃的饭都是掺进了玉米和麦麸皮的。只

有当家里来亲戚时，才可以吃上“净白米饭”。有些年喂了

几头大肥猪， 但年底连肉都吃不上———卖猪的钱都拿到

生产队里“缴余粮钱”了……

奶奶停顿了一会儿， 接着说：“别人见不得我们家过

的‘好日子’！ 常常在开会时鸡蛋里挑骨头……”

那时分到的“口粮”不够吃上一年，菜里是很难见到

“油水”，早餐是省掉了的，中午大多时候吃的是稀饭或洋

芋， 只有晚上爷爷下班回来后一家人才可以吃些带油的

菜。 大人们要几年才能缝上一件新衣服，二姑穿的衣服、

鞋子，都是爸爸和大姑穿过的。

后来田地承包到户，奶奶家分到了一些田地，大姑、

二姑能跟奶奶一起下地干活了，不再受年龄的限制。她们

学会了插秧、收割、种菜、卖菜等活，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天

宽裕起来。 特别让二姑高兴的是： 她不再受同学们嘲笑

了，因为她不再穿爸爸、大姑他们穿过的衣服去上学了，

而且过年时还可以享受到两元左右的压岁钱了， 奶奶的

唠叨也渐渐少了，脸上有了些许笑容。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爷爷奶奶也已到了耄耋之年，家里的瓦

房换成了平房，爸爸做起了营运生意。 虽然奶奶身体不是

很好，但心情很好。 尤其近三年来，她生命中一半时间是

在医院里度过的，国家先后为她报销了好多的住院费啊！

奶奶说“还是国家的政策好呀，不仅可以报销住院费，还

可以领养老金呢。 ”

朴实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党、对人民的感激之情。

如今，奶奶家村头的水库变大、变漂亮了，坝基修成

了梯形，河道疏通了，而且变宽变美了。 废弃多年的抽水

房修葺一新，重新安装了容量大、质量好的水管，几千亩

农田旱涝保收了。村里还安装了自来水，奶奶也学会了用

洗衣机、电饭锅、电炉等电器了……

随着发展，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昔日的“穷山沟”有

了“农家乐”！城里的人们一到周末，都会驾着小车到水库

里钓鱼或游泳了。呵呵，村里的小伙子们娶媳妇也不用发

愁了，姑娘们也不是那么向往做“城市人”了。

在奶奶和相邻们的话语里，说不出“这是改革开放的

成果，党的惠民政策”等书面语言，但她们就会一遍又一

边遍的念叨“现在太好了，用上了自来水，进城可以坐车，

种田地、搞养殖还要补钱……”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情感，

在她的笑容里显露无遗。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现在，我们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一定不能忘记过去

的艰难岁月，以及奶奶所讲的故事。 我一定努力学习，为

把家乡安顺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而认认真真读书， 踏踏

实实做人！

西秀区蔡官镇蔡官屯小学六年级（3）班 孙田田 指导老师：汪希飞

歌声里的事情

每当提起我的家乡———七眼桥，我不由得自豪起来。

家乡是个富饶的地方，这里人杰地灵，有丰富的物产，悠

久的屯堡地戏，还有我将要介绍的名胜古迹———云鹫山。

出安顺城东门外，行程大约 20 公里，便来到了我的

家乡七眼桥，再沿乡村马路南行不远，山回路转，抬头仰

望，一幅俊美的图画映入人们的眼帘———峭崖如壁、绿树

成荫，真可谓“奇、秀、险”。

云鹫山山势陡峭，盘山而上约有七百级石坎，如果游

客走累了，在半山腰设有小石凳和石桌子，可以在上面下

棋， 还可以坐在上面观赏美景呢！ 如果你到了云鹫山山

顶，那里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大弥勒佛，上面有一副正楷对

联，写的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

下可笑之人。 横联是“笑口常开”。

当你跨过山门的石槛， 便来到了气势宏伟的佛门圣

地，由大佛殿、黄帝庙、关圣殿、化纸台等古建筑组成，倚

崖而建，青烟缭绕，非常壮观。

只要你踏入云鹫山最顶层， 你会感觉一股清风徐徐

而来，使人神清气爽，那儿还有一口闪闪发光的大鼎，上

面刻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字。 站在山巅，使人恍若仙境。

只要你放眼望去，远处的群山、河流、田野、村庄，尽收眼

底。

看啊！ 这就是我的家乡，这就是我家乡的云鹫山。 如

果你还看不够的话，那就请你春天来吧，还可以看到满山

遍野的油菜花呢！ 相信你一定会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家乡的云鹫山

西秀区七眼桥小学六年级（1）班 徐佳菲 指导老师：徐国民

虹山湖，家乡美丽的湖，

那宽广的胸怀，

包容着世间万物。

绿色的树木、

水中欢快的鱼儿、

天空中飞过的白鹭，

都被它衬托得如此美丽！

虹山湖，家乡美丽的湖，

犹如一缕轻纱，

轻轻掠过天空……

一条条小船游过湖面，

留下的涟漪就是动人的微笑。

虹山湖，家乡美丽的湖，

它是一位多情的诗人……

用那富有魔力的神笔，

描写了让人惊叹的诗句。

虹山湖，家乡美丽的湖，

与皎洁的月光融合，

合成了一首月光下动听的歌曲。

山野恬静，

树梢看不到一丝风影，

小鸟寂静无声……

安顺市第七小学五年级（1）班 张家欣 指导老师：阮家云

美丽的虹山湖

阳春三月， 我们一家人乘车前往安顺东关罗仙村游

玩。 刚出发，妈妈就告诉我：“罗仙村是一个布依村寨，它

不仅漂亮，而且那里有一群不屈不挠的人们。 ”我心里嘀

咕：有那么神秘吗？ 太夸张了吧！

汽车往西秀区东南方向行驶了大约十几分钟， 我们

就来到了一条四周被大山包围着的乡村石子路上。 汽车

不停地颠簸，还钻进了一条黑黢黢的，壁岩粗糙不堪的遂

道里。 我不耐烦地叫着：“怎么现在还有这样差劲的道路

呀！”妈妈笑着说：“别小看这条路，这是一条励志路。以前

呀，罗仙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它由小利关、牛蹄

关、鹞子关、鲤鱼关、汪家关五座大山包围着，交通十分不

便，农民们要想进城去赶集，必须要翻越过大山，才能出

去。 大山的阻挡，是罗仙村贫穷的根本原因，村支书再也

不忍村民们过着这样的穷若生活，便组织村民，发挥愚公

的精神，要在汪家关山脚下挖一条遂道。 那时，农民们没

有高科技的工具，没有电灯，他们用煤油灯，没有钻石机，

用锤子，没有炸药，自己做……历经了 12 年，终于挖通了

汪家关。 然而老支书却没有等到这让人兴奋和激动的时

刻，因为劳累成疾，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被这样

的故事感动了，也被这些坚强的人们征服了。

车子驶进了罗仙村，来到了一户农家乐，老板娘穿着

漂亮的布依服饰，笑盈盈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她家太漂亮

了，一幢两层的小洋房，房前流淌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

鱼儿在河里欢快地嬉戏；蝴蝶、蜻蜓在空中翩翩起舞。 屋后

有座大山，绿色的植被形成了天然的屏帐。 不远处种植了

各种果树，这些果树上的花儿，因为春风姑娘的轻拂，都绽

开了灿烂的笑容。 这样的美景，简直就是陶渊明笔下的世

外桃源！ 噢，我看见了一排排整齐的科技草莓大棚，我一马

当先地冲了进去，只见到许多戴着绿帽子，脸红朴朴、娇滴

滴的“小姑娘”。 有的小姑娘躲在叶子后面，半遮半掩，可能

是因为脸上的雀斑太多了，羞得不敢见人。 有的小姑娘大

大方方地穿着红似火的绸纱裙在跳着优美的舞蹈……

我看得馋了起来，摘了一颗，轻轻地咬了一口，呀！好

甜，甜里还有一丝的酸味，那滋味真像井中甘甜的水。 于

是，我大开胃口吃了起来，直到吃得牙齿发酸，才发现我

把半畦草莓都吃光了。

老板娘边摘草莓边对我说：“以前，我们村很落后，因

为有了村口的那条遂道，使我们与外界有了连接，后来又

因为有了党的优惠政策，我们开办了农家乐，当起了专业

养殖户，种起了科技蔬果，我们的生活就这么一天比一天

好过……”我听了，不由得打心底更加佩服这些村民，是

他们用勤劳与智慧才换来了今日美好的生活。

啊！ 罗仙村，好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我忘不了罗

仙村，更忘不了这儿勤劳、自强的劳动人民！

安顺市第六小学五年级（1）班 杨

镕

菲 指导教师：胡敏

难忘的罗仙村之旅

安顺市第五小学二年级（2）班 杨

晅

指导老师：刘雪梅

爷爷说：家乡的“公示栏”是我们祖国从弱到强的缩

影。

过去，这样的地方，谁也不愿光顾，因为不是投工投

劳，就是交这交那……而现在，这里经常聚集着三五成群

的人，因为，他们想知道，自己享受了多少政府财政补贴

……

每次回老家， 爸爸和爷爷的话题， 总离不开家乡的

“公示栏”。我也从中知道了祖辈和父辈们生活的艰辛。我

常这样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让更多的穷苦人都过

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家乡的“公示栏”，我永远关注您，愿您今后更加丰富

多彩！

家乡的“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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