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海淀区高三二模记叙文标杆文

【试题回放】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被人们尊称为故宫“掌门人”，他自称是故宫的“守门人”。他说，

一定要看护好故宫的 9371 间房屋，1807558 件藏品。2020 年故宫就 600 岁了，我们要

把壮美的故宫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我们这一代人要上对祖先，下对子孙，保护、传

承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守门人”“守护者”。他们或平凡或伟大，我

们对他们或熟悉或阳生……请自拟题目，写一篇记叙文，讲述他或他们的故事。

要求：可写人(单霁翔除外),可写物；可实写，可想象。故事完整，描写合理。

1 号文. 守好 366 平方米 一类上

我是红旗岛的第五代守岛人。

红旗岛，在中国东南端，那些用放大镜在地图上也只能看见一个黑点，看不出轮廓的岛礁之

一，因为它只有 366 平方米。 岛上有一座红白相间的灯塔，而我的工作就是守好这座塔。

我从父亲那里接下守塔这份工作已经两年了，岛上信号不好，时有时无，但我却总能收到大

学同学的信息，“刚子，还守啊？都两年了，什么时候回来聚聚？”每次看到这样的惦念，

我总是心头一暖，而后无奈地笑笑回句“谢了，不过再说吧，走不开。”——守岛人是不

能离岛的。

过惯了城市中求学时缤纷多彩的生活，刚接过这件世代相传的工作时，心里怎会没有落差？

带来的五本书在补给船带来新的物资和我渴望的唯一娱乐来源——书籍之前，早已看完。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倒背如流，甚至改写了小说的结尾。然而依旧排遣不去孤独与无聊。我

用脚丈量岛上每一寸土地，一步、两步……一共一百九十一歩便可走完一圈。我也曾埋怨，



每日傍晚去燃油机库打开电源时，我蹲下抱紧自己，望着眼前这个大家伙，轻轻叹息：“你

要是能自动开关就好了，健康持续地运行下去，便也能放我得个自由。”燃油机只是“呼呼”

地转着电扇散热，我的话仿佛石沉大海，没有回应。

可那夜，我变了。

“今夜，有强对流暴雨袭击 030 海域，请渔船注意回港，注意避让……”电台所说的海域正

是红旗岛所在的海域，通常这种提示播出后，一整夜陪伴我的就只有暴风雨，一艘船也不会

经过。叹气，坐回床上。拿起书不再顾暇窗外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入夜很深了，塔外的风暴却更肆虐了，一阵阵强风裹挟着硕大的雨滴砸在白塔上，白塔纹丝

不动，我的心却揪着，不知怎的我隐约感觉有事要发生。我冲着窗卧着，耳朵支楞着努力捕

捉除雨声外的其他声响。“喀嗒”，声不大，却如突然没了亮光的窗外一起让我从床上弹起

——不好！灯！

通向塔灯的楼梯只有一个，可塔底的两个灯却分别放在两个屋中，两个小建筑物之间仅有一

根直径 10 厘米的钢管相连。站在钢管的一端，望着另一边灭了的灯；又看了看身边还有一

盏亮的很好的灯，风刮着雨几乎变成 45 度的斜线，“要不……反正还有一盏，今晚也不会

有人驾船驶过。”可一想到在大浪中摇曳不定的船望着单薄的一盏灯无法分辨方向便会遭遇

不测，爷爷那句“人在塔在，只要守塔人活着，灯就要亮着”响起在脑中。

搂着钢管，又湿又滑，加上狂风我几乎要被吹走，人在塔在……人在塔在……我默念着，一

点点向前挪着，也许三分钟或是十分钟，到达对面时浑身湿透，我咬住嘴唇自己却不断抖动，

又是“咔嗒”一声，灯再次亮起，我倒在地上。醒时已是天高云淡的明朗早晨，灯还亮着。

下了塔，我拿着手机和蓝天白云下的红白塔自拍合影，发了毕业后的第一条朋友圈——“看，

我和我的三百六十六平方米大房子，人在塔在，我在灯，永远会亮。”

【评语】：符合题意，所守之物有价值，人物形象丰满，描写生动，故事有波澜，有冲突有



设计，故事性强。

2 号文. 执着的守护 一类中

在我的心中，太姥爷一直是一个古板的老头儿。有时候，我甚至常常将他对一些事的坚守和

守护看作是一份固执与执念。但随着年龄愈长，我愈发明白:他对传统中医学的执着是一种

传承，更是一种守护。

太姥爷是一位老中医，从 15 岁起就一直跟随着他的师傅研习医学，光是从学习到出师，他

就整整花费了 15 个年头。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他开起了中医铺，从诊断到开方子。抓药无一

不是他来操办。所以，我还能依稀记得从小时候开始家里便弥漫着一种中药的芳香。

可是随着年月的增长，时代的进步，传统中医学的招牌和生意日益冷清。光顾的病人更是少

之又少。家人曾多次劝阻太姥爷:“这生意本就冷清，您的年岁又大啦，来北京颐养天年吧！”

可你说怎么着？太姥爷的牛脾气蹭的一下子被拽了起来。坚定地回绝着家人:“这老祖宗传

下来的东西，是再好不过的。那些西方的胶囊，颗粒啊，哪里比得上我们的当归和灵芝。就

算我这生意赔了本，我在的一天，也要开下去一天。”看着太姥爷眼中的执着劲儿。我们也

无力去改变什么，便只好作罢。

自那天起，太姥爷对中医的热血劲儿，似乎变得更加凶猛了。在生意冷清之时，他便相约几

个徒弟一起去郊外的野地中，采掘野生的芦荟。70 多岁的身体似乎未给他增添任何负担。

店里清净时，他会独自一人翻开那本早已泛黄的古籍。轻声地朗读并加以抄写。当店里有人

光顾之时，他会热情地翻出一张泛着沉香味的单子。接着由上到下，为来人一笔一划耐心地

抄写好药方，并当场细心的为病人加以熬制。这种执着在幼小的我眼中看来却是一种不值

得……

但后来太姥爷的身子大不如从前。在回老家看望他时，面对的却是一张冰冷冷的棺木。出殡



那天，我望见一群身着白衣的人们纷纷泣不成声地跪倒在太姥爷的棺前。原来他们是太姥爷

用几十年的心血，悉心培养出来的传承中医文化的弟子们啊。看着他们整理好的太姥爷生前

的方子，大大小小，数以千计，我的心满是惊异与痛楚。殊不知，在这些年里，他完成了这

么多件值得的事。

他不惜利益，坚守着中医店的延续，不顾体力透支，亲自上山采药，不顾费时费力，向更多

的人传播着中药学文化。这种坚守而又执着的行动，便是最为纯粹的守护。此时，我想对天

上的太姥爷真切的说一句:太爷，我懂了。

【评语】：符合题意，立意侧重守护和传承，人物描写生动形象，语言表现力强，故事设计

略显不足。

3 号文. 老王的鞋 一类下

村口最显眼的位置上是一个鞋子铺，里面的主人叫老王，是个鞋匠。说是铺子也不是铺子，

应该算个摊儿，一块破黑布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老王就坐在小板凳上，静静地，专注地

做鞋。

老王也不老，四十岁出头，但是皱皱巴巴的沟壑与稀少的毛发，让村中的孩子们不禁叫他：

“王爷爷。”孩童时期的我经常看他工作，他修鞋，也做鞋。我淘气，动不动就跑坏一只鞋，

让他修。他也不恼，带上个小围裙，小眼镜，就坐在小板凳上，眯起眼睛做起活来。他的手

指可真灵巧，手中的线就像体态优美的舞者在空中翩翩起舞。不一会儿他又拿出个破橡胶在

水中冲来冲去，又在地上打来打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破橡胶就死死地粘在鞋底上了，

像皮肤一般与人体不可分离。我看得入迷，经常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

老王喜欢我，常给我做鞋，有一次送了我一双精美的绣花鞋，让我得意了好几天。我也爱穿

他做的老北京布鞋，贴脚合适，走起路来也轻盈方便。村里的人都穿他的老北京布鞋。



日复一日，十几年过去了。我早换上了洋气的牛津鞋和时尚的帆布鞋。我忘了老王。只有一

日，机缘巧合，我又回到了熟悉的村子。碰见了以前的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你

别叫了”，旁边的大妈好心提醒我。“自从去年厂里用了先进的机器，你李叔叔就下岗了。

唉，多好的手艺啊，可惜了。”他的眼睛浑浊而无神，无力的脑袋垂下头，几乎要碰到地上。

我猛的一惊。跑去找那个我曾经熟悉的人。我握紧拳头，我要找到他。

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角落，我找到了老王。“王爷爷？”我试探着问，只见一个苍老的背影

转过来，一双苍老的眼睛慢慢的睁大；“闺女，你回来啦？快来快来，我还给你留了一双绣

花鞋。隔壁张大妈替她女儿要了多少次我都不肯给……”我的眼眶湿润了，老王还是当年那

个老王，眼神中放着光芒，一提到鞋，他的嘴就停不下来，仿佛那些宝贝鞋子都是他的孩子

们。世界变了，就他没变。

回到家，我庄重地把脚上穿的新款运动鞋收回鞋柜，珍贵的把那双绣花鞋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我本以为这种流传老手艺做的鞋，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鞋架上。可是，我重新穿上了老王的

鞋，我发现，我的眼里也算出了和老王一样的光芒。

【评语】：符合题意，守的事物有意义，老王的形象丰满，语言平实而又韵味，文中李叔叔

的设计有些突兀，与整个故事衔接不自然。

4 号文. 环境卫士 一类下

三年来，每天上学的路上，我都会碰到那个人。

鲜艳的橘红色工作服，长长的扫把和一只铁皮箱。春去秋来，花开花谢，我以为我们的接触，

不过每天清晨的一次擦肩，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我依旧是背着书包走在那条长长的街道上。与平日不同的是一向安静地只闻“唰唰唰”

扫地声的清晨，竟充斥着争吵的声音。我遥遥看到，在路的另一边橘红色的身影似是正在与



一个高大的男子纠缠。好似很不耐烦，那男子猛地一推，瘦弱的身影便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男子转身离开，嘴里还骂骂咧咧：“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东西。”

我跑过去，慌忙扶起那人，一张朴实的沟壑纵横的脸映入我的眼中，他似是撞得痛极了，只

靠在树干上“咝咝”的抽气。问及事情起来，他无奈地解释了一番，那男子边吃东西边顺手

把包装扔在了地上，他走过去，将垃圾扫起，拦下那个男子对他说了几句，男子就不耐烦起

来。他叹着气说完，捡起扫把对我说：“谢谢你，小姑娘，快去上学吧，莫迟到了。”又扫

起地去了。

日子又恢复了平淡，我仍是每天看到他扫地的身影。有时天气极热，我就塞瓶冰水给他，他

接了只憨憨的笑。蒲扇一样的大手擦掉了脸上的汗。突然有一天熟悉的面孔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个胖胖的穿着同样工作服的大婶。接连几日都是如此，我终于耐不住疑惑，跑去问

她。“怎么现在是您啦，之前那位大叔呢？”大婶很惊讶：“你这孩子看的倒仔细，真的有

注意到我们这些扫大街的。他好像出了车祸，在医院躺着呢，我来接他的工。”我心里一紧，

好好的怎么会出了车祸呢。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我惊喜地发现他又回来了。仍是一身橘红，一柄扫把，不同的是他原本

就迟缓的步子现在一拐一拐的了。我跑到他的旁边，询问他的情况。他的额头上多了一块儿

伤疤，仍是那副憨憨的样子。我听的却是心惊肉跳。他在穿梭来往的车流中穿行，为的去扫

起车道中央的垃圾，被奔驰而过的汽车蹭到，所幸无大碍。

什么无大碍？我听的又气又鼻酸，想责备他的莽撞。到底是无从开口，他只是尽职地想去守

护这环境，何罪之有。

只想劝告所有人，随手扔垃圾之前，请想一下这些环卫守护者，他们在用生命安全，打扫你

们的恶果。

【评语】：符合题意，人物形象较丰满，有描写，语言平实，取材普通但完成度高。



5 号文. 守护者 一类下

我是一只金毛寻回猎犬，也是一只导盲犬。

打我记事儿以来，我就被训练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导盲犬。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健的体格，让

我成为了一名佼佼者。

她把我带走那天，我的肩上就负起了守护她的责任，保护她的安危，成为了我的第一要职。

她把安全绳系在我的脖子上，听着导盲棒发出的嗒嗒声响，引导着她避开每一个障碍。我蹲

坐在十字路口的地上，听着红绿灯变绿的声响，变绿了，我小心地站起身，轻轻的探头，示

意她，我们可以出发。正当我们走在马路中央，忽然一辆失控的汽车向我们开来，她听见了

声音惊慌失措，不知向哪个方向躲避。我本能的想逃开，却想到用力拽会将她拖倒，我咬着

她的衣摆，拼命地向后拉住她。汽车刷地贴着她的身体飞了出去，在远处翻了车，她吓得坐

在地上抱着我哭，：“你真是我的守护者，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在我看来，这是我身为导

盲犬的最高荣誉。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听见了一点稀稀索索的声响从屋中传来。我站起身走进她的房间，发现

熟睡的她身旁的窗户大开，一个人站在她的床边，我狂吠着扑向那个人，她惊醒大声叫喊，

“怎么了？”这是她领我回家的第一次狂吠。 我扑到那人身上开始咬他。她禁不住叫出了

声，终于明白有入侵者时，她颤抖着拿起手机报了警。那个气急败坏的人拿出兜里的折叠刀

就要刺向她，我扑了上去，继续与他纠缠。直到我听到了警察拍门的声音，那人终于被带走

了。

好疼！被那人用刀深深地扎在身上好疼。她试图抱起我去医院无奈我是大型犬，而她又看不

见。温热的液体从身体流出，我好像意识到了，我不能再守护她了。我用舌头舔掉她脸上纵

横的泪水，不舍的闭上了眼睛。如果有来生，我愿再守护你健康平安。



我是一只金毛寻回猎犬，我不仅是一只导盲犬，我也是一位守护者。

【评语】：符合题意，守的主体是物，想象力丰富，情节有设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导盲犬

守的意义，守护的内容有层次。

6 号文. 守 二类上

在前往都江堰的大巴车上，我眉头紧锁，我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上级下发指示，说为了展现

民族风采，要我们几个导演拍摄一部纪录片，最后评出优胜滚动播出。纪录片题目，单一个

字——“守”。

守什么，守卫，守门，守护，坚守……我一个头两个大。有同事轻松的拍摄门卫的一天，平

凡人守护大众安全。还有的拍摄博物馆馆长，守护传统文化……看着他们势在必得的样子，

我怎能不焦虑？之前想好的题材被我否决，我总觉得守字中有无尽的深意。

朋友看我如此颓废，把我塞上了前往都江堰的旅途上，我听着澎湃的江河之水在车外叫嚣，

渐渐的竟趋于平静，像狂吠的猛兽被驯服一般，我正怪着，都江堰到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传说中的巨大工程，竟有些微微怔住，咆哮而来的水经坝分流，再流出已没了脾气，大落差

导致的洪流被简单的抵挡，我难掩对其的惊叹与敬服。导游突然开口。说这都江堰让天气无

常、不宜居住的下流平原，成为适宜耕种、土地肥沃的天府之国。护佑了平原和人们的安全，

我听言，再看都江堰，又生出一丝敬佩。“护佑人们的安全”，护佑？眼前的，堰坝从江水

中跳出，像排队整齐手持刀枪的士兵，一个个眼中迸发坚守，面对奔腾的洪水，瞳仁不错，

这不正是守护者吗？我心下惊喜，向都江堰贴身之处跑去。

这正是守护者啊！历经二千年不倒的守护神，在此独一无二，它不像长城一样，以高傲的姿

态驻守边疆，他有些以柔克刚的魔力，化腐朽为神奇的魄力，保卫着天府之国的人们，守护



了受自然之灾的地域，他成了中国几千年不绝的文明，成就了养育一方的天地。都江堰之守，

是多么伟大呀！

我怀揣着再多了解他一点的心，走进了都江堰，在山脚下建立的纪念馆，这一次我找到了守

的原型。

我听着浪涛在风中嘶吼的声音，而这一次我听见了那之中的一个坚硬的声音，李冰手持一仗，

立于水的巅峰，化成了守的原型。在人人畏惧的洪水面前，他挺身而出，他不过是比旁人多

了一份对国对人民的深切，多了一份与自然抗衡的自信，这使他成为至今人们口中的神，守

护神。

我仿佛看见他指点着官兵，他在江前一夜又一夜的站立和思索。他的魄力与胆识，他的学识

与赤子之心，这样的人才能站在“神坛”。守护天地，守护民族之风！

在回程的车上，我看着摄像机，有些恍然，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我找到了“守”的意义。

那是一种责任和热爱。

不禁泪流，却不自知。

【评语】：符合题意，守护的主体由物至人，有一定的设计感，故事性偏弱。

7 号文. 路上 二类中：

这是一个晴朗的周末，和我约定好一起看电影的朋友临时有事，剩下一张电影票无法处理。

“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要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她奶奶实在是太磨蹭了，早知

道就不带她去了！” 看着距电影开场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心里急躁的想着。看看奶奶

从里屋挪到了外屋，又从外屋挪到厨房，笨重的身躯就像顶着巨大壳的蜗牛，慢极了！

“奶奶！好了没有呀？”“就快了，就快了！”还有 25 分钟电影开场，从家到影院要 15



分钟，看着奶奶终于开始换鞋，我急不可耐的先走出门去，把奶奶远远的甩在后面，好像是

自己去看电影一样，距电影开始还有 20 分钟。

“奶奶，快一点！”看着身后行走缓慢的奶奶，我心里又懊悔又急躁，“哎！哎！”一边答

着，一边颤巍巍的小跑到我跟前，她仓促的抹了把汗，慌张的脸上挤出充满歉意的微笑，看

着他一条条像沟壑一样生长的皱纹，星星点点布满褐色斑，我不由得心疼了起来，我的思绪

也随她的皱纹蔓延到了从前。

小时候，父母在外工作，奶奶就一个人填充了我的童年，奶奶的脚很大，肩很宽，我那时，

常常趴在她坚实的背上，稳稳的，一起一伏，路过的人说：“快下来，奶奶老了，背不动你。”

心想：“奶奶才不老呢，她还能搬砖干活呢。”夏天我就在树荫下看着她在工地搬砖，她背

着厚厚的一打砖，稳如泰山，大脚结实的踏地，来来回回的奔波于两地之间，她从我面前经

过时，我就要拿用凉水浸过的毛巾为她擦汗，看到旁边的小朋友哭闹着要冰棍吃，不知道为

什么，我很骄傲似的，奶奶，我不要冰棍，奶奶给我买了根冰棍，我满脸不好意思的递给奶

奶：“奶奶先吃一口。”“我不爱吃，宝宝吃。”

就那样，我想起了我在奶奶肩上的童年，被奶奶守护的童年。

我突然想牵起奶奶的手，慢慢的走，我摩擦着她手上爬满的一条条像蚯蚓样隆起的血管，又

想起了小时候对我的《十万个为什么》永远打不败的、耐心的奶奶。

奶奶真的老了，说话越来越唠叨，事情也记不住，大脚也不再平稳，奶奶变成了我该守护的

人。

“没关系，奶奶，不着急，我们慢慢走。”

在时光这条路上，我们应将爱的人扶好，守护他们，向曾经自己被守护一样。

【评语】：符合题意，写了奶奶与我之间的相互守护，但前面情节设计略显拖沓。



8 号文. 守球门的人 二类下

当大家看到这篇考试要求写“守门人”“守护者”时，往往会想到家人，父母或者一些伟大

的人，而我却想到的是守门人——足球守门员

在初中的时候，我被选入校足球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各自的默契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是在一次比赛中，公认实力差距很大，我们肯定赢下的情况下，输给了对手。结束后归纳

问题时，最后输球的原因是因为门将没有防住那些该防住的球，作为门将的他非常自责，在

足球比赛中，想要稳稳的赢下比赛，是要在不丢球的情况下进球，那么在足球比赛中，门将

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

回到学校后，看着作为门将的他失落而孤独的背影，内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后来的几天里，

我总能看到他在球场上与教练一起练习守门，不管天气是寒冷还是高温暴晒，他都会在球场

上训练。有些时候，有些球踢得非常高，球速还快，方向会特别偏，守门员想要守住这种球

需要侧身飞出，去扑那个球，有些时候不注意会有可能撞到球杆。有那么几次看到他在炙热

的天气里，满是大汗，为了扑到球，会撞到栏杆，但每一次都会很快的站起来，用手套擦汗，

将球扔回去并说：“再来一脚！” 随后又进入了准备状态。从一开始训练，教练射一脚，

球进一次，到后来，几乎每脚都能防住。

一段时间后，一次足球比赛，对手是新疆队，实力差距依旧很大，但这次是他们远强于我们。

在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快到 30 分钟的时候，对方的前锋队员速度非常快，脚下的功夫也很

厉害。一个人快过了我们后卫的所有的防守队员，最后与门将一对一的时候，那个前锋使足

了力气，“咚”的一脚，速度非常快，方向特别偏，几乎所有人认为进球的时候，守门员一

跃而起，将球扑了出去。所有人都震撼了。随着球被扑出去，我们的守门员终于露出了笑容。

最后我们以 1:0 战胜了他们，我们没有丢球。如果那个球进了的话，后面还不好说。如今已



经高三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还踢球吗？不过不管怎么样，有他的守门，我是放心的。

【评语】：有“守”的内容,但流于表面，立意较浅，“守”的过程和意义呈现不足。

9 号文. 小将布冯 三类上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守护者，他们守护世界和平，交通安全，科技发展等等。他们的重要性

无需多言，但往往，他们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在足球场上也有这样一类人——门将。

布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门将。但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精神。

十几年前一个震惊足坛的事件被曝光了——尤文买通裁判。在经过讨论后。尤文被下放两

级到意大利丙级联赛，这对队中众多世界巨星是巨大的打击。于是，众人先后转会离开，只

有布冯，选择了坚守。当时的他年纪轻轻，正值当打之年，选择丙级联赛在别人看来是十分

错误的决定。当时有记者问他：“作为一颗闪耀的新星，为什么选择丙级联赛而不是转会去

其他豪门。”布冯他指了指胸口的队徽，没有说话。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几年之后，尤文重返意甲，连续夺得了意甲冠军。而他在几年的锻炼

之后，成为了世界顶尖的门将。门线技术好，有视野……不光是技术,人们更看重的,是他那

份坚守。他是真正的守门人。

十几年过去了，他获得了无数赞美，经历了起伏，看过了一代足球人的兴起和衰落，身边的

队友来了走，走了来。他是一个普通的门将，也是尤文的守门人，是全世界的榜样。

今年又到了世界杯年了。40 多岁的他已不再年轻，人们常戏称他山将布冯，想象他踢到 50、

60。但现实是残酷的。今年可能是他足球生涯的最后一年了。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的机会

已经破灭，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他了。

布冯，一个普普通通的门将，他守住了一种精神，他守过了一个时代。也许明天站在尤文门

前的将会是另一个人了，但我们不会忘记他和他的精神，他也会将这种精神传给下一个人，



再下一个人。

他平凡，但也伟大。

【评语】：基本符合题意，以概述为主，缺乏故事性和生动的描写。

10 号文. 用不负书写人生 三类中

——西藏的守护者——钟杨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而在我国的西边，西藏这一天然宝库，却在如今面临着重大

的生态不平衡，但感谢他，西藏的守护者，钟杨站了出来。

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博士，他本可以在“东方之珠”下搞科研，不必站上西藏这样严

酷的环境。但也正是他这样优秀的科学素养，让他知道，让他明白，西藏这片土地对整个国

家乃至整个世界有多大的生态意义。十几年如一日的在高原上采集草药，记录数据。本身就

有疾病的他，顶着高原反应，亲自去测，他也不必这样做的，他可以要学生帮他，但他没有。

因为他是西藏的守护者。一个基因，可能会改变整个国家基因库的；储备一颗种子，有可能

孕育出一片森林。而钟杨守护的，却是西藏的千万个基因，上万颗种子，他守护的早已超过

这土地本身，可能是人类自然的未来。

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钟杨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我众多的称号中，我最喜欢别人称呼我为老师。”

钟杨不仅仅用自己的知识来守护这片土地，更将知识带给了西藏的人民。

他们开设了希望小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同他们一起守护西藏，将知识同种子播撒

在西藏，不仅仅让原住民得到了教育，还让更多的西藏人投入到保护自己的家园中。

保尔柯察金说过，当我回顾人生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后悔，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钟杨一生没有停顿，他最终累倒在了西藏，一个守护者倒下，但他们精神永存。

【评语】：基本符合题意，以概述为主，段落之间缺乏合理的关联，故事性弱，不少文字游

离于主体之外。

11 号文. 磨刀工老计 三类下

老计是个磨刀工人，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总是来大院里，通过替人磨刀挣钱。

起初，我很害怕他，因为他那只有很长的刀疤的手，狰狞的疤痕盘绕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上，

是看还能发现他的指尖有着大大小小因为磨刀磨出的口子。奶奶喊我拿刀去找他磨，我一手

拿着刀，另一只手紧握着裤腿，由于胆怯出了汗。他明明低着头，却仿佛看到了我似的：“小

朋友，把刀拿过来吧，坐着玩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我渐行渐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

专注的磨着，因刀面太涩而皱起眉头，眉峰中透着坚毅，沙沙沙……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直

到他叫醒我，我惊讶的发现，身上披着一件黑色大衣。他解释道：“小孩子嘛，身子弱，怕

你冻着。” 像是有一股暖流流进了我的心中，像是在无边无际的沙漠，找到了一股甘甜的

清泉。陌生人的关爱，让我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他把刀把小心翼翼的递给我，还不忘嘱咐我：

“小心拿，新磨的刀有些锋利。”看着他和蔼的眼神，阳光下是那么的温暖，我为自己的以

貌取人，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烫。

后来我上了初中，每日的早出晚归，使我闲玩的时间少之又少，我以为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他

磨刀的身影了，只是没有想到再相遇竟然会是那样的情景。

我坐在车里，等着红灯，看了前面车水马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个，身着橙色工作服的

环卫工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可能是他的衣服颜色太耀眼了吧。他拿着垃圾夹，不时的低头

寻找着，然而我却看到了那只手，那只因刀疤变得独特的手，我激动极了，向爸爸诉说着，



我认识他，以及想下车向他表示感谢。爸爸诧异极了，瞪大眼睛问我：“你认识他干什么？

我看你是学傻了，你怎么不找个学习好的多交流，找一个清洁工叙什么旧？”我像泄了气的

皮球一样，陷进钢铁般冰冷的椅子中。

我很想感谢他，当时专注的磨刀让我从小就学会了做事要用心，哪怕是很小的事，勿以善小

而不为，一个磨刀都能让他磨出艺术，像信仰一样去坚守，可惜我没能好好问问他，为什么

成了环卫工人，他大半辈子的磨刀手艺，真的，是说不要就不要了吗？但是我找不到他了，

我也不敢去找，像小时候那么胆怯，我怕问到了我的不期望的回答，我怕问出他的老泪纵横。

【评语】：基本符合题意，但守护的内容和过程均体现不足，语言拖沓，最后一段点题,但

比较生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