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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世
初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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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

是《忆峥嵘岁月，传红色基因》。
“七一”的脚步近了，在这草长

莺飞的六月天，我们欢聚一堂，学百
年党史，忆附中往事。

说起党史，我想先讲讲我的家
族史。当年，我姥爷的父辈为了追
求更好的生活，随着浩浩荡荡的迁
徙大军，从朝鲜半岛徒步走到中国
的东北。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之
时，中国政府给了他们温暖的怀
抱，给他们分配了肥沃的土地，帮
助 他 们 在 异 国 他 乡 建 立 起 新 家
园。就这样，他们成为中国朝鲜族
的一部分。如今，每当电视上飘扬
着五星红旗，年近古稀的姥爷都会
像个孩子般红了眼睛。我明白，那
是姥爷对祖国和党深沉而真挚的
爱。

一百年漫漫征程，在党的领导
下，祖国从“山河破碎风飘絮”，到

“广厦皆已安，人人俱欢颜”。这一
路走来，也少不了咱们附中儿女那
前赴后继的身影。

1935年，附中青年高举拳头，在
抗日救亡示威大游行中留下了响遏

行云的呐喊；1939年，冼星海在抗日
救亡的滚滚洪流中创作了《黄河大
合唱》，用激昂的旋律向世界展示了
壮丽的民族之声和伟大的中国之
魂；1950年，附中学子踊跃组织战斗
队，热烈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如今，
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士仍在挂帅出
征，坚守在治病救人的第一线，悬壶
济 世 ，医 者 仁 心 ，成 为“ 定 海 神
针”……这一个个慷慨恣意、潇洒坚
定的风骨剪影，犹如星光荧荧，恒久
投射于附中的历史天幕。他们是附
中人，他们传承着中国共产党的红
色基因。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这个时
代岁月静好，却依旧危机四伏。是
时候到我们这新一代附中学子撑起
祖国的蓝天了。纵有千古，横有八
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同学们，
让我们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发扬附
中精神，激扬灿烂青春。

希望将来，我们都能在不同领
域中发光发热，不负韶华，更不负
盛世，这样我们依旧能骄傲地喊
出：“有我附中人在，祖国复兴可
待。”

谢谢大家！

那个早上，父亲和我站在门前的石阶上，
望向我们家门楣上那一块红色牌匾。“优秀共
产党员家庭”这几个字在阳光下闪烁成一道
光，十分耀眼。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
们的党就是一束光，能让我们走的路更亮
堂。”他欣慰地长吁了一口气，眼眶红了起来，
言语有些哽咽。

记得是在同一天，我成为共青团员，我父
亲成为共产党员。

而挂上这块牌匾的那天，我刚好被学校授
予“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我捧着用文件袋
装着的荣誉证书兴奋地回家时，正晚霞满天。
天空像被几个顽皮的孩子当成画板，用油彩点
染成一片七彩，又像七仙女各自挂起了长长的
帷幔。我心想，这是太阳公公为了奖励我平时
严格遵守共青团的规章制度，积极参与团内大
小事务，才让我能在这霞光满天的一天，赢得
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吧。

我高高兴兴地走到家门口时，见到几个陌
生的叔叔在门口围成一圈，正依次与父亲握
手，感谢父亲在前段时间主动申请参与村里集
体抗疫防疫的相关工作，还表扬他为支援武汉
捐款，等等。一个叔叔拿着单反相机，不停地
按着快门；还有一个叔叔提着黑色的工具箱，
扛着一把木梯；一位叔叔双手捧着一块红色的
牌匾递给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已特意换上
平日很少见他穿的浅蓝色衬衣。衬衣被烫得
整整齐齐。最难得的是，父亲一反平日严肃的
表情，很开心地笑着，一脸的笑容，就像太阳
穿过云彩，绽放出熠熠光辉。他接过那块牌
匾，就好像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激动不
已。他俯身鞠了一躬，连声说“感谢”。灯光
一闪，伴随着“咔嚓”一声，那光荣的一瞬间便
被定格。接着，这块红色牌匾又被一位叔叔接
过去，三两下就装在了我家门梁上。工具碰撞
发出“嘭嘭嘭”的声响，似乎一下又一下地敲
进父亲的心里，又在他脸上绽出了花朵。

我看得出神，直到父亲穿过人群，把我领
到牌匾前去。我和父亲并排站着，注视着那块
牌匾。

几位叔叔相继道别离开，家门口只剩下我
和父亲一大一小的身影。我突然想起来，打开
文件袋，拿出那张奖状，兴奋地告诉父亲：“你
看，我们今天都拿到了荣誉证书哦。”父亲接
过我的荣誉证书，竖起大拇指，大笑起来。“太
好了，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也跟着父亲笑了
起来。

良久，我问父亲：“爸爸，你知道夸父追日吗？”
他点了点头，说：“追光人。怎样？我们一起做追
光人。”我爽快地应允了，而父亲则与我来了个击
掌约定。夕阳余晖中，我们父女都满脸放光。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城中学“鹤岭文
学社”指导老师 黄蔼北）

我已经数不清这是和爸爸第几次
一言不合的争吵，又是第几次不欢而
散的短暂团圆。高中的学习紧张，周
末满打满算我只能在家里待上一天，
但就是这样一周一次的回家却总是以
争吵草草结束。爸爸是个一点就着的
暴脾气，我也是。因此两个同住一个
屋檐下最亲的人，常常近在咫尺，却如
隔云雾、山海重重。

吵架的理由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
的小事。他喊，为什么没有交语文作
业，是不是学习又倦怠了？我吼，没有
听见科代说收作业，难道我在你心里
就是一个不写作业的人吗？他怒，为
什么垃圾桶有半个鸡蛋？我叫，天天
吃鸡蛋，就算是山珍海味也吃腻了！
他气我不明白父母苦心、不服管教，我
怨他不理解我的委屈，跟他说话如鸡
同鸭讲。

记得孩提时，我也曾和爸爸亲密
无间，形影不离。周日，我们在公园里

碧波泛舟；假期，我们在紫金城里寻幽
访古；年初一，我们冲锋山顶，登高祈
福……都说爸爸是女儿的第一个英
雄，我成长的记忆中，爸爸硬朗的身影
从未缺席。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比赛，
第一次获奖……我出生时包扎肚脐的
纱布、我满月时剃下的胎发、我掉下的
乳牙，甚至我儿时挚爱的玩具……爸
爸全部打包好，收藏在他的房间。他
抱着我举高高，那种惊喜与刺激我至
今记忆犹新。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
光。只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后来我慢慢发现，爸爸并不是一
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理性得近乎冷
酷，严肃得不近人情。我不愿背诵、默
写的单词短语，他声色俱厉地逼着我
背；我不愿出门训练跑步，他毫不留情
地拎着我跑，寒来暑往，从不间断；我
不愿沾筷子的菜肴，他不遗余力地塞
给我吃……严厉到没有任何商量的余
地，让我只觉得他蛮横不讲道理，逼我

做不愿做的事，不理解我的想法，不在
乎我的感受。

上个周末，我又一次深吸一口气推
开家门，竟意外地发现爸爸不在家。我
想带些日常用品回宿舍，平时都是父亲
帮我整理的，现在他既然不在，我便自
己翻箱倒柜地找起来。结果，我竟在角
落里发现一个陈旧的篮球，不是我的。
难道是爸爸的？但他平常不打篮球
啊。我正疑惑，爸爸却拎着刚买的牛肉
回来了，依旧很严厉地凶我：“翻箱倒柜
地干什么？赶紧收拾干净！”吓得我手
忙脚乱地把东西逐一归位。

吃过晚饭，我按捺不住好奇，悄悄
地问妈妈哪来的篮球。妈妈意味深长
地瞟了一眼书房里的爸爸。我这才知
道，爸爸从前很爱打篮球的。即使因
此他在高一时摔断了脚、高三时跌断
了手，他对篮球仍然热爱不减。但自
从有了我，加上工作越来越忙，他已顾
不上曾经的“篮球梦”了。

我突然发现，自己习惯了爸爸稳
重严肃的身影，却忘记了他也曾是一
个锋芒毕露的少年，也曾有过鲜衣怒
马、鸿鹄之志。只不过，他为了养育
我，为了支撑这个家，搁置起了个人喜
好，搁浅了自己的梦想。他或许也曾
在风雨中奔跑，在失望与希望间彷徨，
但他都默默地一个人扛下重担，甘心
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保驾护航。

周日早上起床时，我发现爸爸又
在厨房忙着处理我讨厌的鱼。他为了
让我吃点鱼，特意在鱼身上搓面粉去
腥。突然一阵惊呼：“哎呀！”显然是鱼
刺扎了他的手。妹妹屁颠屁颠地拿来
创可贴，撕开封口凑了上去：“爸爸，你
没事吧。”妈妈唠叨着：“鱼怎么做都是
香的，多此一举地搓什么面粉……”皱
着眉头的爸爸什么也不说，贴上创可
贴，套上胶手套，继续忙碌。

下午，他又照例早早地做好晚饭，
马不停蹄地催促我快点吃，要我早一

点返校晚自习，又照例往我的皮箱里
塞满他要求我必须吃的牛奶、曲奇饼，
还有我爱吃的麻辣鸭脖……不知为什
么，我看着他手指创可贴上渗出的血
渍，脑海里又出现了那只陈旧的篮球，
突然不再觉得爸爸严厉、苛刻、蛮不讲
理。我不由细细打量着忙碌的爸爸，
才发现岁月不知何时在他脸上留下了
许多痕迹，这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习惯
了顶天立地，学不会温柔表达，他只是
把耐心藏在一个又一个的英语单词
中，把苦心藏在一次又一次的跑步锻
炼中，把用心藏在一道又一道的日常
菜肴中……

走出门的时候，我一手拉着箱子，
一手主动挽起了爸爸的胳膊。爸爸似
乎愣了一下，但很快便放松了。晚风
四起，月上房梁，如水月光下的我们依
旧寡言少语，但彼此间已不再拘谨、防
备，不再硝烟弥漫。

（指导教师 南武中学罗日明）

中国共产
党百年征程中，
华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涌现
出大批为党和
国家的发展做
出伟大贡献的
杰出人物，比如
陈 少 白 、冼 星
海、廖承志、谭
天度、林逸民、
曾生、熊锐、林
基路、钱兴、钟
南山……为鼓
励附中学生了
解党的光辉历
史、传承党的红
色基因，校团委
联合语文科组，
举办了一场以
“学百年党史，
讲附中故事”为
主题的演讲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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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

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我们一起“学党史、强信念、
跟党走”，讲附中故事。我演讲的题
目是《精神永放光芒，初心照耀未
来》。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无数仁人志士在党的领导
下用热血与生命谱写了壮丽诗篇。
在华附正门，悬挂着“红军中学”的牌
匾，“托起明天的太阳”的题词高耸在
德政楼上。我们肩负红色使命，薪火
相传。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
北，保卫全中国！”这首家喻户晓的名
曲《黄河大合唱》，出自优秀的附中校
友——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他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光未然的
诗篇《黄河吟》，深深打动了冼星海，
他在简陋的土窑里整整熬了六天六
夜完成总谱曲，亲自指挥在延安的演
出，在场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连声叫
好。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冼星
海“以音乐为武器，将音符变成子弹，

射向敌人的胸膛”，为全民族抗战奉
献了《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到
敌人后方去》等音乐杰作，为抗战发
出怒吼，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振
奋了民族精神。在学校草坪上屹立
的冼星海纪念铜像，激励我们学习星
海精神，传承红色使命。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也是杰出的
附中校友。他积极推动港澳和广东东
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
曾生参与组织营救在香港的何香凝、
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士。1943年广
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后，
他又为创建和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作
出卓越贡献。建国后，曾生仍为建设
广东鞠躬尽瘁，忠肝义胆写赤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老一辈共产党人
丹心耀中华，附中人的铮铮风骨、家
国情怀，是我们崇高信仰的力量源
泉。作为附中人和共青团员，我们
要赓续精神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坚
定不移跟党走，勇做走在时代前列
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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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峥嵘岁月，传红色基因
□余金诺 华南师大附中初二（2）班

精神永放光芒，初心照耀未来
□薛海滢 华南师大附中高二（6）班

□陈禺琨 南武中学高二（3）班

心照
曲通幽 一个旧篮球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
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单位的科
研人员，通过在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
周边的多个天坑进行连续的调查与采
集研究，今年6月份宣布，在天坑内不
仅发现了大花石蝴蝶、竹生羊奶子等
极度濒危物种，还采集到了报春花
属、秋海棠属和球兰属等多种珍稀物
种的种质资源。

天坑是喀斯特地区石灰岩地层经
过地下河不断冲刷岩层，并最终因地
表塌陷形成的一种规模较大的陷坑状
地貌形态。其四周岩壁陡峭，独特的
地质地貌形成了有别于周围区域的小
气候和适合生物生存的独特生境。国
内外多项对天坑植物群落的研究表

明，天坑内部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生态
系统，为多种植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
避难所，其更容易分化形成有别于周
边区域的生物类群，具有植物种类丰
富、植被类型特殊、区系成分异常等特
点，因此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科学价值。

我国的研究人员在无人机侦测和
专业攀岩团队的协助下，通过绳降的方
式对一直径超过 100 米、深度 60-100
米的大型天坑开展了种质资源的调查
和采集工作，所获成果颇丰。

他们在天坑内的崖壁上发现了一
种名为“大花石蝴蝶”的植物的新居
群。该种是 1895 年由英国植物学家
首次描述的一个新物种，模式标本采

自云南蒙自地区，现存于英国皇家植
物园邱园标本馆，但此后再也没有人
见过原株真容。而这次采集人员却在
天坑中获悉一个大花石蝴蝶的野生分
布点，并在 2020 年 6 月成功采集到第
一批大花石蝴蝶种子。根据国际植物
保护联盟（IUCN）标准评估，该种的濒
危等级为“极危”，当时发现的个体数
量不超过300株。

在天坑周边，采集队还获得了另
一 种 植 物“ 竹 生 羊 奶 子 ”的 成 熟 种
子。竹生羊奶子的模式标本由奥地利
植物学家韩马迪于1915年 3月8日在
云南蒙自到蛮耗途中采集到，现存于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标本馆。此后也已

“消失”了106年。本次发现的竹生羊

奶子个体数量不足 20 株，且大部分植
株生长在村庄周围，受人为影响极
大 ，其 在 IUCN 的 濒 危 等 级 也 是“ 极
危”。经初步清理，采集队已收集到 5
份约 5000 粒该植物的成熟种子，并在
根据种质资源库的保存规范进行清
理、检测和入库。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由
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提议建
立，并于 2007 年在云南建成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截止 2020 年底，已收
集保存我国各类重要野生植物种子
10601种 85046份，占我国种子植物总
数的36%。

（文/浩源 图/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提供）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艾伦·德拉蒙德博士
在对史前海洋生物及化学进行广泛研究的同
时，也开发了自己的艺术天分，尝试着将那些
已灭绝了的远古生物，一一转化为雕塑作
品。近期，他刚结束在美国西雅图罗克拉鲁
画廊里一个名为《金属昆虫》的展览，展出的
正是他的这些精美作品。

他选择了用青铜与银为原材料，制作出
了一系列金属版的昆虫标本。其中有三叶虫
之类的已灭绝的远古生物，也有现代昆虫，比
如螳螂、跳蛛、蚂蚁等。

他认为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尤其是
那些远古生物标本，是基于那些史前化石的
造型而制作的。他将化石中得到的相关数
据，通过 3D建模的形式呈现，最后又向一些
雕塑家和珠宝设计师取经，但求在细节上做
到完美，最终就铸造出这些非常精致的艺术
品。

他说：“很多远古昆虫的身体结构细节都
已消失不见，但在重塑它们的时候，我似乎已
想象出它们的原貌究竟是什么样。”因此，他
认为这些艺术品的价值显然要高于那些普通
艺术品。 （文/BOBO 图/资料图片）

“追光人”的约定
□卢瑞敏 广州市增城区增城中学高一（18）班

潮人
美审

铜铸史前昆虫标本

云南天坑发现“消失”逾百年的珍稀物种奇趣
物生

“正在咬你”的蚊子，

□陈雪

它的口器若留在你体内，
可能让你感染疾病 别拍

夏天多么美好，但蚊子的存
在却让人气恼。尤其被蚊子咬
后，有时奇痒难耐，有时可能还
会肿出个大包。

蚊子咬后包的大小，跟蚊子
的毒性强弱是否有关系呢？不
同血型的人对蚊子的吸引力各
有不同吗？关于蚊子，我们需要
再多一点了解。因为被蚊子吸
血的后果，不仅仅是痒，还可能
有传染疾病的风险。 ！
蚊子包大小因人而异

蚊子没有牙齿，其实它吸血的过
程并不是用“咬”这个动作，具体过程
是：将刺吸式口器刺进人体皮肤引起
损伤，吸取血液的同时，它还分泌唾液
来防止血液凝固。蚊子的唾液中含有
能够抑制血管收缩、血液凝结和血小
板聚集的多种化学物质。这些注入人
体内的“蚊子口水”，会引起人类皮肤
局部的过敏反应，使免疫细胞聚集，释
放组胺和多种细胞因子，这些组胺和
细胞因子会使血管扩张、血管通透性
增加、局部组织水肿、引起瘙痒和局部
炎症反应。

因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反应的强
弱不同，所以对蚊子叮咬的反应也不
尽相同。有的人可以毫无反应；大多
数人被蚊子叮后，皮肤会出现红斑、丘
疹、风团并伴有瘙痒；而一些过敏体质
的人在被蚊子叮咬后，周围的皮肤会

释放大量的组胺和细胞因子，从而引
起超乎常人的反应如水疱、斑块、瘀
斑、肿痛等，并且持续很长的时间才能
消退。另外，搔抓也会使局部组胺过
多地释放，增多的组胺会引起更严重
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越抓越痒、越
抓包越大、越抓伤口好得越慢的原因。

“欺生”咬你的可能不是蚊子

有些人到野外郊游或到其他城市
旅行，被叮咬之后会出现比本地蚊子
咬过后的更大、更痒、更多的包。久而
久之，坊间便有一种说法——野外的
蚊子更毒。甚至有些北方人发现，原
本在家被蚊子叮一下也不是啥大事
儿，怎么去了一趟南方城市，胳膊腿上
全是馒头大的包？是不是南方的湿热
环境下生长的蚊子，毒性更强？

其实这些包未必都是被当地的蚊
子叮咬出来的。

因为还有很多节肢动物（如白蛉、

蠓等）都会通过刺吸血液的方式让我们
的皮肤产生类似的反应。在当地长期
生活的居民，因为曾被它们反复叮咬，
已经产生了免疫能力，出现了脱敏现
象，被叮咬后不会再出现任何反应。但
对于第一次进入这些区域的人来说，对
这些昆虫还没有生成免疫力，在被叮咬
后，就会出现比以往的蚊子包更痒、更
严重、持续时间更长的症状。

所以在没找到根源的前提下，先
不要有“蚊子欺生”的判断。

O型血最招蚊子？

对于蚊子更喜欢哪种口味的血，各种
说法层出不穷，其中的“血型论”就认为：
O型血最招蚊子，A型血最不受蚊子欢
迎。

其实这个说法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专业科学杂志《Nature》曾报道，蚊

子叮咬人类是因为喜爱人类身上的味
道。蚊子的触角中包含有气味受体蛋

白，这些蛋白能够识别人们身体所散发
出的不同气味。而我们每个人身上的
气味是受基因控制的，这也就是有的人
招蚊子、有的人不容易被蚊子叮咬的原
因。这种差异跟血型是毫无关系的。

既然招蚊子的原因与基因有关，
那么招蚊子的人就无法轻易降低自己
对蚊子的吸引力，这时候只能采用物
理防护和化学驱蚊的办法了。

留下“吸管”可能后患无穷

如果恰好发现蚊子正趴在自己的
皮肤上吸血，是应该立刻拍死它，还是
先将其赶走，然后再追杀？为了安全
起见，建议你最好先轻轻将其轰走，再
追踪灭杀，而不是直接一巴掌拍死。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报道：一
位美国妇女拍死一只正在叮咬自己的
蚊子后，蚊子携带的致病真菌从皮肤
上留下的微小创口进入体内，感染了
深部的肌肉，最终导致她不治身亡。

当然这只是个案。一般来说，蚊子在
吸血时突然被人拍死、口器还来不及
拔出的话，留在皮肤内的口器作为异
物，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加重局部的
免疫反应，使瘙痒和皮疹更严重。

事实上，蚊子吸血时刺入我们皮肤
的口器，叮咬过程中注入人体的唾液，都
是导致人类感染病毒的途径。所以蚊子
在吸血的同时，还可能在传播多种疾病。

全世界目前已知的蚊子有 3000
多种，我国蚊子的种类也达到了 300
多种，其中会传播疾病的主要有按蚊、
伊蚊和库蚊这三种。我国比较常见的
蚊子叮咬后引起的传染病有登革热、
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丝虫病等，这
些疾病的病原体都可以在蚊子体内存
活并且增殖。而这些疾病都会有严重
的症状，比如发热、头痛、意识障碍、
胃肠道不适、皮疹、淋巴管炎等表现。

因此，避免被蚊虫叮咬始终是我
们夏日的必修课。

（来源：科学辟谣平台）

新发现的大花石蝴蝶

天坑里的竹生羊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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