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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听雪说的作文》【第一篇】

听雪说

不知从何时起，

好喜欢看你飞，悠悠的，希望时间就在这一秒停留.这样，你就永远不会落下，尽管，我们只有
一面之缘。

我知道，你终会落下，但只要多留一会儿，我就可以听到你的心声.听那里的山山水水，听那里
的花鸟虫鸣.你说得好美好美，我也听得好美好美。

你说你这一生已经结束，可我知道，我与你还会相逢，那时候你又是一个初生的婴儿，而我，不
知你还认不认得。

我希望，梦中的你还记得，曾经有一个能听懂你心声的朋友，即使你我不再相逢。

初三:w

《关于听爷爷的故事故的作文》【第二篇】

听爷爷的故事【十四加一】故友重逢

故友重逢 ---- 爷爷在72年回家探亲，返回的路上，正遇上洪水冲坏了铁路。因火车只能通到洛阳
，他就决定在洛阳下车了。车站通知三天后通车。唉，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白呆三天多无
聊啊。当时不像现在，到处都是旅游点。他猛然想起栾川有他的一个亲密战友，离别几年，很是
想念。就决定去他那里拜访一下，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搭上去栾川
的公交汽车，穿山越岭，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来到了县城。找到县运输队，他一眼就看
到了离别三年的战友那熟悉的身影。凝望着这个在部队一向腼腆而又军容风纪整齐的战友，现在
也把裤腿卷得高高的，正在那里修车。面部变得更老练了，失去了当年那份天真的稚气⋯⋯爷爷
高声叫道：“周赞！”他的战友惊喜地望着他，出神地回答道：“哎呀，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爷爷开玩笑地说：“怎么啦？来看你呀，不欢迎吗？”“嗨，盼都盼不来，好像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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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都想不到啊。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说着，他那双大眼睛里是乎水汪汪的
。亲切地握着爷爷的手，握的紧紧的，好像怕爷爷一下跑了似的。两人手拉手到一家饭馆，吃了
饭，也就到晚上了，就一块儿回他的宿舍去了。爷爷看到他的住处依然是那么俭朴，那么整齐。
墙上挂着一个灰白色的军用挎包；床边放着一双半新半旧的解放鞋；褪了色的军被叠得方方正正
；雪白的床单还是部队发的，铺的还是那么平平展展。保持了他那军人的风度和素养。他又在他
的床边给爷爷支了个临时“床”，他们各自躺下，面对面回忆着他们绵长的友谊和深情的往事，
有时很长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静静地凝视着对方，两双黑眸聚焦在一起，记录着这难得的幸福
的时刻，好像要把这几年漏掉的见面机会一下子都补回来似的。 ---- 当年，他们是一个连队的，
经常在一起。他比爷爷晚三年入伍，比爷爷小四岁，在部队就像亲兄弟。走在一起，别人都叫他
们“哥俩好”。爷爷很喜欢他的憨厚朴实、直爽大方、性情温柔的性格。后来爷爷到了机关，他
们仍然经常见面。在他们之间没有官兵之分，没有干战之别，星期天经常在一起玩儿，看电影，
逛大街，是一对很亲密的好战友，好伙伴。 ----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爷爷的战友就忙活起来了，
特地为爷爷买了10斤面粉，一块儿去他家了。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还要走8里山路。他说：“
说的是8里，其实不下10里路啊！”爷爷开心地说：“嗨，在这山路上走走岂不是更好，咱们这
不是游山玩水吗？”爷爷很有兴致地跟着战友，观赏着这山里的迷人景观：那嶙峋的怪石，形形
色色，千奇百怪，郁郁苍苍的丛林掩盖不了它那诱人的仙姿，真是巧夺天工啊！走到一半路的时
候，一条顺山势而下的蜿蜒小溪，映入了他们的眼帘。清澈的溪流伴着“哗啦，哗啦！”的流水
声飞泻而下，像是一曲优美的乐曲，响彻了整个山谷。小型的瀑布，像一道珠帘，掩饰着它那含
羞的娇颜。他们在小溪边洗了洗脸，用手捧着喝了几口甘甜清醇的溪水，好过瘾啊。几只漂亮的
小鸟，在溪边嬉戏，唱着婉转动听的歌儿，好像在热情地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山坡上不时有像
猫大小的小动物蹦蹦跳跳，时而立起来，高昂着头，一双灵活的眼睛，观察着周围情况，用前爪
捋捋自己的胡子，时而迅速钻进自己的洞穴，好机灵，好可爱哦！爷爷说，他的战友当时告诉了
这种小动物的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它们就是这山里的精灵吧。 ---- 走着，看着，玩着，
说着，笑着，不知不觉他们就到了。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大概有十多户人家，都是“一边盖”
的房子，是随地势而建的高高低低的错落有序的农舍。爷爷战友家的房子“依山傍水”，很幽雅
：后院就是山，门前有条小溪流，淌着青青的流水，上面是用青石板铺成的小桥。真是“小桥流
水人家”！听说有客人，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热闹。他的一个爱说爱笑的婶婶，高喉咙大嗓地说
：“没来过我们这深山沟吧，我们这儿一年四季没见过大米白面，吃的是包谷糁加芋头（洋芋）
，年年吃，年年吃不烦啊⋯⋯”“以后会吃上大米白面的！”爷爷接着她的话题聊了起来。“你
还在部队啊？在部队干了几年了？”“是啊。干了十一年了。”“当上大官儿了。”“当什么大
官啊，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兵！”“哼，俺不相信，肯定是什么‘长’了。”爷爷的战友解释说
：“他没当什么‘长’，是机关干部。”“看看，我猜着了吧，哈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
声，打破了山谷里的沉寂。接着又聊了一会儿家常，坐了一阵儿，人们慢慢散了。 ---- 爷爷的战
友领着爷爷到村外去转悠，在一颗大核桃树阴下停住了。树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绿核桃，一串一
串的，有鸡蛋大小。他找了一根小棍儿，打下了一小堆儿还不太成熟的核桃，剥着给爷爷吃。呵
，真好吃，比干核桃好吃多了，脆脆的，核桃香里带点甜头，别有一番风味。爷爷说：“你也吃
，很好吃，我自己剥。”两个人无拘无束地边剥边吃，边吃边说，边说边笑，好有趣儿啊，他们
多想定格在这美好的时刻呀。过了一会儿，他们的两手、嘴边，甚至脸上都留下了紫色的核桃汁
痕迹，两人对视了一下，指着对方的脸，失态地大笑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那么爽朗，那么欢
畅，那么带着孩童时期的天真和稚气⋯⋯ ---- 第三天了，爷爷要告别战友回部队了。不巧的是，
那天下着濛濛细雨，他的战友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今天下雨，没有车。”爷爷一听，焦急
万分：“唉，这怎么办？明天火车就通了，我的假期都超了。那我就走到县城。”“嗨，你别胡
思乱想了，都是山路，一下雨，路上像抹了油似的，滑的没法走，你就安心再住一天吧！”“明
天再下怎么办？”爷爷担心地问，他的战友是乎满有把握地说“不会的！”“唉，这倒霉的天，
那就再住一天吧！”他的战友脸上绽放出一抹可掬的、甜甜的笑容。 ---- 第四天，天真的晴了，
爷爷担心超假的心放下来了，随之而来是离别的揪心苦楚。在为爷爷送行的路上，他们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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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时难别亦难”啊！他们心情低沉地对视着，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现在竟不知从何说起
。他的战友低着头羞愧地说：“对不起，昨天我说谎了，本来有车。我不想让你走⋯⋯”爷爷深
情地望着他，怜悯地看着他，激动地视着他，在眼球边转了一圈的泪水没有掉下来⋯⋯ ---- 啊，
那么忠厚实诚的战友向爷爷撒了他们友谊生涯上的第一次“谎”——永远铭刻在爷爷心里的一个
“谎”，这个“谎”是他们深厚友情的结晶，心心相印的一朵鲜艳夺目之花啊！

《关于听爷爷讲马鞍山保卫战的故事的作文》【第三篇】

  

2022年中考优秀作文素材：听爷爷讲马鞍山保卫战的故事

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到马鞍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

我们来到了了马鞍山，抬头望去，只见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这就是当年马鞍山保卫战的发生地
，我们顺着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来到了马鞍山纪念馆。在纪念馆我见到了负责看管的张爷爷。

张爷爷告诉我：

马鞍山地处淄博市淄川区淄河镇境内，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42年的11月9日，几千名日军
扫荡沂蒙山区返回时包围了马鞍山，向马鞍山发起攻击。

当时，守山的八路军伤病员及家属只有30余人。在一位八路军副团长王凤麟的指挥下，山上的伤
病员、家属、小孩、老人都行动起来，用手榴弹、石头和仅有的几支枪阻挡敌人，战斗到傍晚，
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敌人伤亡惨重。第二天，附近的敌人前来增援，加强了力量。在激烈的战
斗中，山上大部分人英勇牺牲了。见形势危急，王凤麟决定把做军衣剩下的布撕成条拧成绳，重
病号和老少家属趁夜幕降临时，拽着绳子从山上滑下转移。由于布绳长度不够，滑下去的很多人
都牺牲了，只有少数侥幸逃生。王凤麟也英勇战死。

在这场两天一夜的激战中，守山的27名同志壮烈牺牲。敌人以付出100多条性命的代价夺得了一
座空山，敌师团参谋长也在战斗中一命呜呼。这一战斗，在淄川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张爷爷的故事讲完了，可我的耳边似乎仍然响着抗日时期的枪炮声。漫山遍野的青松在秋风中摇
曳着，好象他们也在向先烈们点头致意。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让我们的祖国变的更美丽更强大
！被侵略的历史，决不允许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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