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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TOP学习

盘古开天，华夏民族如旭日在
东方升起；甲午惊浪，清朝的船帆
一摇三晃；九二年的春天，有位老
人在海边许下心愿；二十一世纪的
今天，沉睡的雄狮睁开了双眼。起
起浮浮，风风雨雨，历史上的中国
在 每 一 刻 都 有 喜 有 悲 ，有 笑 有
泪。滴答的时钟恪守本分，记录
着每分每秒中国的容颜，或是血
泪相混，或是春光满面。中国时
刻虽有千疮百孔，但前进的针头
不会停息，驻足当下，静心聆听每
一刻的声音。

大步迈进，缓缓的时针推着时
代的格局。

丝绸展开，一头连着古代，一
头连着未来；驼铃叮当，从遥远的
西域传向了东方。张骞带着人马
走去了西亚，我们怀着“一带一路”
去探寻未来。各具特色的异域文
化，颇有魅力的他国人文都在这条

道路上碰撞交融，互相沟通共享；
商贸流通随着各地商人匆忙的脚
步渐渐加快，人们尊重彼此，平等
交易，在互利共赢中发家致富，创
造辉煌事业。“一带一路”看似是大
步迈进，实则是深远持久的布局与
积累。中国在此刻拥有的巨大成
就，都是缓缓而去的历史经验带来
的契机。时针的移动慢而稳，其成
果却硕大睹目。

中速调整，低调的分针顶着国
家的未来。

缕缕炊烟升起，无人知晓其从
哪儿来；伸手不见五指，亲近的朋
友却陌生得看不见。每一呼每一
吸，每一分钟，数百万的尘霾窜进
身体中来，空气污染的治理已经刻
不容缓。我们或许感慨西方纯净
的空气环境，殊不知其工业化时期
的乌烟瘴气；我们或许羡慕日本国
民高素质和高修养，却忽视了其对

教育的认真。中国需要反思，需要
省悟，中调调整，放慢速度，把我们
赖以生存的大气呵护好，对子孙的
未来负责。

小步紧紧，跳跃的秒针诉说
生活。

扫一扫就支付，二维码已融入
大众生活，移动支付席卷全国，像
一股洪水侵吞了大大小小的门店，
让现金的身影频频消失眼前。很
多国人引以为傲，无现金社会在中
国不太像是迷梦，而几乎是可以触
及的现实。

中国时刻的声音在过去，在
当下，在未来。无论针头走得有
多艰难，它却一直在前进。时针
响彻世界，分针警醒国家，秒针诉
说生活，时刻或大或小，都是中国
的历练，钟声或小或大，都为中国
梦而敲响。

中国时刻，在此刻辉煌！

“高考作文我来写”
郑报融媒发出征集令，看看他们是咋写的

“高考作文我来写”，今年，郑报融媒邀请大家共写高考作文。郑报融媒“征集令”
一发出，下午就收到多篇大作，有在校高二学生写的，也有社会人士写的，由于版面有
限，本报选登几篇，大家共赏。郑报融媒记者 张勤 张竞昳

2017年河南省作文题

今年河南省使用的是新课标全国
卷Ⅰ（河北、河南、山西、江西、湖北、湖
南、广东、安徽、福建）

你所认识的中国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
他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
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
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
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
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
国青年读懂中国。要求选好关键词，
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选好角度，明确
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少于800字。

名师谈：
对语文学习更具指导意义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语文备课组
组长尧建兴说，从高考看语文教学改
革，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高考是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的指
挥棒，高考作文更不例外。和之前的
传统材料作文相比，今年高考作文已
经不再是简单地搜索人物素材谈空洞
的大道理，而是更倾向于让学生走进
生活、关注生活、思考生活，也更体现
了语文学习的实用性。

今年高考作文“屈原”“陶渊明”
“杜甫”“鲁迅”“爱迪生”等终于可以
歇一歇了，高考作文更倾向于写一封
信解决实际问题，写一篇文章批评不
良现象，给朋友写一篇文章谈谈对当
下中国的认识。

尧老师说，语文学习更应该突出学
生阅读的重要性，突出学生对于生活实
践的重要性。比如全国 2卷选择名句
写作，如果没有大量的阅读，很难写出
优秀的文章。

在新的高考形势下，某些地方从高
一开始就疯狂刷题的做法在新高考下
显得十分愚蠢。必须形成大语文观念，
既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更注重阅读习
惯的培养，在阅读中形成学生自我的见
解、独到的思想。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充分体现了
高考改革的方向，学生几乎不可能跑
题，但是只有对生活有深入的体会，对
问题有深入的思考，语文素养丰厚的学
生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作文大家写

中国时刻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4）班 殷子淇

朋友，如果您选择了中国，到
我们中国来学习，那么作为一名中
国人，我想给您介绍一下我所了解
的中国。

首先，我想给您介绍一下开放
的中国。

开放，是一种胸怀，是一种责
任，更是一种担当。

正是这种开放的胸怀、责任和
担当，使中华民族在绵延数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与世界交融，与文明
握手，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创造
奇迹，续写辉煌。

让我们把目光先投向古代。
在中国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位
彪炳史册、蜚声中外的人物：一个
是西汉的张骞，他先后两次奉旨
出使西域，前后历经近20年，横跨
中西亚，把中国的丝绸、茶叶带向
西域，把西域的葡萄、石榴等带回
中原，开辟了一条东方与西方之
间开放交流的陆上丝绸之路。另
一位是明朝的郑和，他曾率领庞
大的海船编队七下西洋，从西太
平洋穿越印度洋，远达非洲东岸，
途经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
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海上丝绸之

路，创造了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
奇迹。

China,瓷器；China,中国，一个
响亮的名字向世界传播！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到现
代。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2015年，中国发布了《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举行。中国正在开启“一带
一路”的新纪元，与沿线各国共同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
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中国，再次以开放的心胸、责
任和担当，走向世界！

当然，中国带给世界的惊喜不
仅仅是“一带一路”的大手笔，还有
中国的发展速度。我们且不说中
国自主研制的航空母舰大海试水，
也不说中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飞
向蓝天，还有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
遨游太空，今天，我只想给您介绍
一下中国自主研制开发的高铁。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国，那

么我建议您一定要去坐一坐中国
四通八达的高铁，它可以让您亲身
感受一下，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
上，什么是平稳，什么是快捷。从
郑州到北京，4个半小时；从郑州到
上海，四个半小时；从郑州到武汉
到西安，两个小时……中国的高
铁，中国的速度，只是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朋友，如果您选择了中国，来
到中国学习，我想还有必要向您介
绍一下移动支付。因为，这和您今
后的出行息息相关，它是您的钱包
好管家。只要您有了手机，只要
您开通了支付宝，您出门之前，不
必再担心要带多少纸币，也不必
担心钱包的遗失，在今天的中国，
从大城市到小县城，都开通了移
动支付，您的任何消费，都
可以通过轻松地扫一扫二
维码来完成。一机
在手，通行华夏。
开放的中国，已经
与世界全面接轨。

朋友，开放的
中国，正敞开开放的
胸怀，欢迎您！

开放的中国，欢迎您
□郑州大学北校区综合管理中心 程相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