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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辽沈晚报作文大赛火爆进行中

上周末，“第三届辽沈晚报作文大赛”暨“发现
最美沈阳·童HUA沈阳”活动正式启动，本届作文
大赛再度吸引了全省中小学校和学生的关注，同
学们参赛热情高涨，不少文学少年都“摩拳擦掌”，
想在这次比赛中一展身手。为了让优秀的文学少
年们有更多的实践体验机会，本届辽沈晚报作文
大赛特别增加了一项奖励设置——获得“一等奖”
的同学将被特聘为“辽沈晚报小记者”。

辽沈晚报作文大赛由辽沈晚报联手辽宁省作
协社会联络部、辽宁文学院《文学少年》杂志主办的
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作为辽宁省内规模庞大、极具

专业性的作文比赛，辽沈晚报作文大赛一直备受全
省中小学校、学生以及家长们的关注。去年第二届
作文大赛吸引了近三万名学子参与，征集到大量优
秀作文。本届辽沈晚报作文大赛在上周末启动后，
收到了全省中小学生的踊跃报名，同时文学界的作
家、教育界的专家也大赞作文大赛对培养学生阅读
写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力有重要意义。

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童晖教育集团北校区
教学校长李衣铭。李校长表示，学校特别重视本
次作文大赛，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很高，“学生们对
参加作文大赛这事都很兴奋，很多孩子不仅报名

参与，还与小伙伴们互相探讨。”
“作文大赛对学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孩

子们在校园的写作、小练笔，主题也多是关于校
园生活类的感悟，所以他们平时的写作视角是
比较有限的。作文大赛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
写作视角，突破校园生活，拓宽他们的眼界，看
到更多的社会变化，也会让他们更有社会责任
感。”李校长还认为，作文大赛同时也可以激发
孩子对写作的兴趣，“我们看到，不少孩子在比
赛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表达欲，想要表达情
感的热情特别高涨。而且参加作文大赛，也增

强了孩子们之间对于作文创作的探讨，以及跟
老师、家长的交流，还有不少孩子去跟爷爷奶奶
请教。”

“第三届辽沈晚报作文大赛”，以“童心向党”
为主线，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
参赛同学可围绕“美好生活画卷——从一件小事
看生活变化”展开叙述。同时，参赛同学也可以选
择以“发现最美沈阳”为主题进行创作。本次作文
大赛分为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均采用专家评分
的评比方式。

辽沈晚报记者 张铂

本次作文大赛分为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均采用专家评
分的评比方式。

1.初赛：初赛采用专家评审的方式进行，晋级比例为全
部参赛选手的60%。

2.复赛：进入复赛的作品，由专家评审团再次进行评审，
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获奖比例：
比赛按组别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及

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单位奖。
具体获奖比例如下：
1.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均从复赛中产生，一

等奖为全部复赛选手的10%,二等奖为全部复赛选手的20%,
三等奖为全部复赛选手的 30%,优秀奖为全部复赛选手的
40%。

2.所有获奖作者的指导教师将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3.对于积极组织参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学校，将颁发优

秀组织单位奖。
4.颁奖典礼择期举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奖项设置征稿时间:
2021年6月27日—11月20日

活动对象:
辽宁省城乡各类中小学学生均可自

愿报名参加（大赛免收报名费）

活动组别:
小学低年级组（1-3 年级）、小学高

年级组（4-6年级）、初中组以及高中组

参加方式:

扫二维码入群

1.可自行选择“美好生活画卷——从一件小事
看生活变化”和“发现最美沈阳”两个主题的其中一
项，展开叙述，也可自行选定方向，讲述百姓故事、书
写沧桑巨变等，展现建党百年来的民族发展、时代变
迁、改革奋斗、文化传承和人民生活等。作文体裁不
限（诗歌除外）。

2.主题思想明确、健康；有思想性、文学性和可读
性。

3.须为原创作文，如发现有剽窃、抄袭等，一律取
消参赛资格。

4.字数要求：小学低年级组450字以上、600字以
内。其他年级组要求不少于600字。

5.报名时需确认报名信息准确无误，报名成功后
信息不可修改。

6.如果报名信息有错误、遗漏、重复报名、内容违
反报名规则甚至出现侵犯他人名誉、著作权或其他
违法行为，活动举办方将有权取消比赛资格甚至追
究报名者的法律责任。

活动主题及作品要求

参赛说明

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将同时入选“小记者团”

一张伍市斤“书签”的故事

文学少年，来做辽沈晚报小记者吧！

有一天，在翻看姥爷中医书籍的时候，一张小小
的书签掉了下来。这“书签”被压得板板正正的，虽
然泛着黄，但一看就是被精心收藏的。我怀着好奇
的心情认真阅读了几遍上面的文字：全国通用粮票、
伍市斤、1966。

姥爷说，这张粮票，是他年轻的时候出差随身携
带的，伴随他走遍了全国各地，一直没舍得花掉。

“这是你们那个时代的货币吗？”姥爷被我故作
聪明的问题逗笑了。“是，也不是。”姥爷回答道。

姥爷说，粮票呢，可以当钱用，甚至比钱还有用。不
仅有粮票，还有布票、煤票、自行车票、手表票，有了这些
票你才能买你想要的东西，否则，你有钱也买不到！

“那有了这些票，还需要钱吗？”“当然需要了，一
分也不能少！这些票，只是你购买物品的资格！”“资
格？难道商家还怕你买他们的商品吗？他们不怕卖
不出去吗？这家不卖，你可以买别人家的呀！”

姥爷用“说来话就长了”开头，给我讲了从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到现在中国的变化。这几十年的巨变
听起来比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更像故事。有的部分，
很难理解，姥爷要慢慢地讲。但当我真正听懂以后，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

原来，就在几十年前，不是在商场里摆放着琳琅
满目的商品任你挑选，更不是在互联网上动动手指就
可以购物。我们写字的纸和笔，也很珍贵，要省着用。
甚至小朋友们用铅笔写完一页，还要擦掉再写一遍！

如果从沈阳去北京，要坐 12 个小时的绿皮火
车！而现在最快的高铁只需要两个半小时。

那个时候要联系一个人，最快的方式是发电
报！虽然我挚爱摩斯密码，可是沟通起来，还是手机
方便呀！

突然间，我理解了新闻里说的“脱贫攻坚战”是
什么意思了。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党的英明
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

这张伍市斤的“书签”，就像一部历史纪录片，让
我看到了祖国的快速发展。我们现在不仅吃饱穿

暖，还可以看到自己国家的宇航员在空间站的视
频。在全球疫情面前，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
此时，我真切地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

就让这“伍市斤”的“书签”永远成为历史吧！祝
愿我们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我也要为这些奇迹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一 朝 发 祥 地 、两 代 帝 王 都 ”的
沈阳城，在世人的瞩目下，在时代的
更迭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盛
世流年，沧海桑田，沈阳城正以厚重
的历史底蕴，结合着现代化大都市
的身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近年来，共享单车渐渐进入了大
家的视野，成为广大市民出行的交通
工具。姥爷看到我家楼下地铁口排列
整整齐齐的共享单车，陷入了深深的
回忆中：在他小时候那个物资匮乏的
年代，谁家要是能拥有一辆自行车，骑
在并不宽敞的马路上，是一件很自豪
的事呢！随着国家的发展，几乎每个
成年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再后
来很多家庭都拥有一辆甚至几辆私家
汽车。

如今国家倡导“绿色出行”，小小
的“共享单车”低碳、环保、舒适，成为
沈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创新的事
物不断涌现，是经济腾飞的标志，当我
们不再为自己拥有私家车而去炫耀，
而且体会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样
质的转变才是强盛的自信。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了
浴血奋战，革命先烈用血肉筑成我们
新的长城，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如今的我们国力昌盛风华正茂，未来
将是国泰久康岁月静好。

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国家谱写着
一首首壮丽的史诗，承载着无所畏惧
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华民族日新月

异的新征程，万众一心，与我们的民
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向着更灿
烂的明天前进，前进，前进进！！！

栏目主持人：张铂

童晖北校区 四年八班 刘知润

指导教师：杨爽
教师评语：
小作者偶然触碰到了这小小的粮票，小

小的粮票也触碰到了他的内心。一张小小
的粮票，架起了一座历史的桥梁。一件小
事，展现着时代的巨变，为我们展现了美好
的生活变化。革命先烈，这盛世如你们所
愿，而孩子们，也在党旗和国旗下，成长为新
时代的接班人！

“共享”盛世
童晖小学五年一班 边瑞琦

指导教师：宋青川
教师评语：
小作者通过共享单车联

系到我们生活的蜕变、社会的
发展、国家从弱小走向强大，
准确地说出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作品中
语言流畅，更注入了我们对国
家的祝福、对自己的要求，何
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
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
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