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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中，是我们美好的青春。在
校园中有许许多多的故事，那些承载
着我们青涩的一切，都让我们津津乐
道。一起回忆青春，回忆那段美好的
往事吧。在欢笑中，找回那曾经让我
们无比欢乐的岁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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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真是有趣：如果你只接受最好的，你经常会得到最好的。

有一个人经常出差，经常买不到对号入坐的车票。可是无论长途短途，无论车上多

挤，他总能找到座位。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耐心地一节车厢一节车厢找过去。这

个办法听上去似乎并不高明，但却很管用。每次，他都做好了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

节车厢的准备，可是每次他都用不着走到最后就会发现空位。他说，这是因为像他这样

锲而不舍找座位的乘客实在不多。经常是在他落座的车厢里尚余若干座位，而在其他车

厢的过道和车厢接头处，居然人满为患。他说，大多数乘客轻易就被一两节车厢拥挤的

表面现象迷惑了，不大细想在数十次停靠之中，从火车十几个车门上上下下的流动中蕴

藏着不少提供座位的机遇；即使想到了，他们也没有那一份寻找的耐心。眼前一方小小

立足之地很容易让大多数人满足，为了一两个座位背负着行囊挤来挤去有些人也觉得不

值。他们还担心万一找不到座位，回头连个好好站着的地方也没有了。与生活中一些安

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失败的人，永远只能滞留在没有成功的起点上一样，这些不愿主动

找座位的乘客大多只能在上车时最初的落脚之处一直站到下车。

温馨提示：

自信、执着、富有远见、勤于实践，会让你握有一张人生之旅永远的坐票。

1、区别

生物课上老师提问：青蛙和癞蛤蟆

有什么区别。

张三回答：青蛙是保守派，坐井观

天；而癞蛤蟆是革新派，想吃天鹅

肉。

2、错别字

老师在批改作文《我的老师》时，发

现这么一段：“……老师，您就像辛

勤的园丁，送走了一庙又一庙学生，

现在又在送我们这一庙……”

原来该生将“届”字错写成了“庙”，

老师批注：等送走你们这一“庙”，

我就不当园丁，改当方丈了。

3、校长更黑

新生入学军训时接受校长的检阅。

“同学们好！”

“校长好！”

“同学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同学们晒黑了！”

新生们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沉

默片刻后，一男生大声回答：“校长

更黑！”

http://www.duanwenxue.com/qinggan/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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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连四排 刘秋月

2017 年 1 月 8 日早上 晴

今早的内容主要是正步。在我眼里军人踢正步的时候是最帅的，他们精神振奋，姿态端正，臂腿

协调，摆臂自然大方，步速准确，两眼注视前方，有着勇往直前的精神。然而当我们踢正步，感觉

却变味了，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更缺乏了军人的精神与气质。范教官先示范动作然后讲解

正步要领：左脚向正前方踢出约 75 厘米(腿要绷直，脚尖下压，脚掌与地面平行，离地面约 25 厘米)，

适当用力使全脚掌着地，同时身体重心前移，右脚照此法动作；上体正直，微向前倾；手指轻轻握

拢，拇指伸直贴于食指第二节；向前摆臂时，肘部弯曲，小臂略成水平，手心向内稍向下。我们在

一点点进步，希望下午能做的更好！

2017 年 1 月 8 日下午 晴

上午说好的消防演练呢?我们怎么被分到了“杂牌军”里?脱离了七连的队伍，来到了一个陌生的

环境，面对陌生的教官，前后左右也是新面孔。心情瞬间跌到谷底，这是一个来自各排的队伍，零

零散散的被拼凑在一起，我们就像是被抛弃的孩子，在这个队伍里，我们都在互相抱怨着。尤其是

带我们的新教官，他亲手带的队伍莫名其妙的被别人带走，来面对我们陌生的面孔。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都是不开心的。

让我们先冷静一下，其实换个角度想，我们又多认识了一群小伙伴，何乐而不为呢？接受新的训

练方式，这也是对我们的考验，相信我们会很快适应的，是“杂牌军”怎么样呢？我们要比其他连

做的更好，加油，我的小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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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雷锋出差去安东，去参加沈阳部队工程兵军事体育训练队。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从抚顺一上火车，他看到列车员很忙，就动手干了起来。擦地板，擦玻璃，收拾小桌子，给旅客

倒水，帮助妇女抱孩子，给老年人找座位，接送背大行李包的旅客。这些事情做完了，他又拿出随身

带的报纸，给不认识字的旅客念报，宣传党的政策。一直忙到沈阳。

到沈阳车站换车的时候，他发现检票口吵吵嚷嚷围了一群人，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没

有车票，硬要上车。

人越围越多，把路都堵住了。雷锋上前拉过那位大嫂说：

“你没有票，怎么硬要上车呢?”

那大嫂急得满头汗地解释说：“同志，我不是没车票，我是从山东老家到吉林看我丈夫的，不知

啥时候，把车票和钱都丢了。”

雷锋听她说的是真情实话，就说：“别着急，跟我来。”

他领着大嫂到售票处，用自己的津贴费补了一张车票，塞到她手里说：“快上车吧，车快开了。”

那大嫂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我好给你把钱寄去。”雷锋笑道：“我叫解放军，

就住在中国。”就转身走了。那位大嫂走上车厢还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向他招手。

雷锋从安东回来，又在沈阳转车。他背起背包，过地下道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拄着

棍，背了个大包袱，很吃力地一步步迈着，雷锋走上前去问道：“大娘，你到哪去?”

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俺从关内来，到抚顺去看儿子呀!”

雷锋一听跟自己同路，立刻把大包袱接过来，手扶着老人说：“走，大娘，我送你到扶顺。”

老人高兴地一口一个好孩子地夸他。

进了车厢，他给大娘找了座位，自己就站在旁边，掏出刚买来的面包，塞了一个在大娘手里，老

大娘往外推着说：

“孩子，俺不饿，你吃吧!”

“别客气，大娘，吃吧!先垫垫饥。”

“孩子，孩子”这亲热的称呼，给了雷锋很大的感触，他觉得就像母亲叫着自己小名似的那样亲

切。他在老人身边，和老人唠开了家常。老人说，他儿子是工人，出来好几年了。她是第一次来，还

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哩。说着，掏出一封信，雷锋接过一看，上面的地址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老人

找儿子的急切心情，就说：“大娘，你放心，我一定帮助你找到他。”

雷锋说到做到，到了抚顺，背起老人的包袱，搀扶着老人，东打听，西打听，找了两个多小时，

才找到老人的儿子。

这些事后来被战友们知道了。有人评论说：

“嘿，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雷锋却并没当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