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村的日记(通用8篇)
公益事业需要得到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形
成合力才能更好地发展。在写公益总结时，应该注意语言简
练、幽默风趣，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这个合集里，你
能找到一些成功的公益活动案例，欢迎大家阅读和探讨。

乡村的日记篇一

我插队下乡到海城牛庄南8里多地的沙河沿村。那时候，这里
的大田基本上种的都是高梁、苞米和少量的水稻。种地的方
法也比较原始，基本上是传统的人工操作。

清早出工的时候，生产队长鲍思孝喊我和几名体格壮实的知
青同学跟他一起去种高梁。我们拿了镐头直奔村子南头
的“六田地”。这时，一帮子社员已经先到了那里。种地的
人一共分了5组，每组6个人，顺着垄沟排成5排，鲍队长打头：
刨垵儿；点种子；踩格子；上肥；盖土；压滚子……，这是
种地的.全部工序。

鲍队长带我们几个知青和壮劳力打头刨垵子，后面紧跟着就
是后几道工序了。开始还行，走一步刨一垵儿，照着鲍队长
的样子，镐落镐起，低头刨垵儿抬头看垄，步伐整齐地向前
走。一上午在足有2里长的垄沟里往返了6次，一共种了12垄
高梁。其实，种了五根垄的时候我就有点儿扛不住劲儿了，
手臂开始发颤，腿也不听使唤，跟不上鲍队长的步伐。原以
为不就刨个垵儿呗，社员能干我也能干。结果一比量，根本
不那么简单，一上午就累得腰腿疼脖子酸了。

收工回青年点就一头倒在炕上，吃饭下地都不想挪动一步。
另外几个知青同学也累得趴了窝，下午都想休息，不想去了。
上工的时候，一个叫二铁子的年轻社员来青年点喊我们，看
我们躺在炕上七扭八歪的样子，笑话我们说：“瞅你们那熊



样儿，陈帐子倒了一排，一个上午就累垮啦，还想不想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他的话带着刺儿，弄得知青们都没
了面子。大伙儿都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揉揉眼睛，喝口水，
跟着二铁子上工去了。

下午又种了10垄地，“六田地“的高梁算是全部种完了。收
工的时候，二铁子和一些社员夸我们知青好样儿的，到底坚
持下来了。我们享受着劳动后的愉快，有说有笑地向村里走
去。

庄稼生长的时候，一天变一个样儿。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场
大雨过后，高粱苗长得快半尺高了。鲍队长又要领着我
们“开苗”了。“开苗”，就是把每一垵儿的高粱苗中最好
最壮实的那棵留下，其余的苗儿和杂草全都铲掉。这可是个
细致活儿，不仅要心细、还要眼准、手快，不能留下差苗铲
掉好苗。有了种地的经验，我们几个知青个个摩拳擦掌，这
一回可要好好比试比试。俗话说，“人勤不如家什妙，磨刀
不误砍柴工”。“开苗”的头天晚上，我们几个知青把锄头
磨得铮亮，决心第二天把活儿干好。

在地头，三十多个社员和知青摆开阵势，一字排开，还是由
鲍队长打头，每人包一根垄“开苗”。一开始也看不准好苗
差苗，有时留下了差苗；有时为了跟上队长的速度，杂草锄
不净，甚至一着急连苗带草全铲掉了，心里发慌，一阵阵地
自责。然而，越慌手脚越乱越感觉累，浑身的劲儿不知往哪
儿使，不知不觉地把锄头把顶在胳肌窝上往前“开”着。我
的慌乱被鲍队长发现了，他看着我笑了，说：“你别抱着锄头
“开”啊，越抱越累。伸开胳膊，握紧锄把，看准了壮实的
大苗留下，小苗和杂草铲掉！”按他说的，我试着镇静下来，
精神放松，姿势摆正，用心“开”苗。还真灵，速度虽然慢
了一点儿，可大小苗分得清铲得快，慢慢地也跟上“开苗”
的大队伍了。

下乡插队的几年，农活儿确实干了不少，大多都是繁重的体



力劳动。后来回城到鞍钢当工人，对繁重的体力活儿都能抢
着干。再后来，生产力发展了，工厂逐步实现了机械化、自
动化，很少再干重体力劳动的活儿了。

乡村的日记篇二

星期二早上，我与53位同学共同经历了一次“生死大战”―
考试。

只听见那齐刷刷的写字，几位同学脸上皱了起来，一只手紧
紧地握住笔。那神情仿佛在说：“这题该怎么写啊？好
难！”一开始，我也有这样的体验，但后来，我的眉头松了
下来，当我看到一道题时，突然拦着了笔尖。我左思右想，
绞尽脑汁，回想课文，终于解决了，伴随着下课铃，齐唰唰
的写字声，竟然一下子停住了，安静的如一根针掉下去一般。

下午，当最后一节课上完后，()我们急切想要知道，自己成
绩好何，老师走进教室里，一刹那，教室里的噪音像在人间
蒸发了似的，瞿老师那动听的声音又在教室里响起来：“我
来报一下分数，董诗雅93分……郑烨91分……”我听到这里
急切又激动。要知道为了达到90分以上成绩，我是花了多少
努力啊！每一节课上全神贯注，不分心，不做小动作，所以
取得了好成绩，只有认真了，只有努力了，只有用心思考了，
我的成绩告诉我，我有进步了！为自己而进步。我认真对待
作业，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90分是我的梦寐以求的分数，这半个学期以来，每一天来学
校不是来混吃混喝混日子的，而是学习，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目标，而我的目标由90分到93分，我希望我的成绩
能更上一层楼。

那段难忘的日子，给我留下了无限的美好与憧憬。



乡村的日记篇三

夏天是一个不下雪的季节，心中延续有多少的期盼，就有多
少暧昧的晴朗。

暮霭晨钟，点点滴滴，尘封不住记忆。

遥远星空，明月曾照旧时人，奈何今日不见佳人。

蹉跎岁月，燃烧的难道只是寂寞。

夜空那团烟火，是否触动了心痛而又蛋疼的往昔。

此情彼景或许可以待追忆，只是当时已经惘然。

丁香花谢，柳絮飞。

车来车往，“飞驰”在要死不活的东直路上，道外的街。

到了文化宫，走进了一个新“时代”。

突然间，下起了一场“新翔雨”。

蓦然我不回首，灯火斓姗处有个凹凹凸凸的人。

徐娘不老，风韵大大的存。

寻花何须去问柳？

借问多钱一小时？樱口细语，一块余！

我去！！！大战300至虚脱，老板赚的乐呵呵。

唉！人生不得意，不禁欢，莫使金樽空对星星。



感叹唏嘘，何以解忧，唯有米糠。

醉卧沙发床，君莫笑，自古几人得解脱。

梦游世界不花钱，环保低碳赞连连。

咱也为共和国的建设，贡献过不知悔改的青春！！！

凤凰花开的季节，让我再多看你一眼。

活泼性感的秋林，古朴高贵的中央大姐，春波荡漾的月亮湾，
热情不燃烧树林的太阳岛，还有那玉树临风又抽风的.龙塔。

天高几许？问真龙！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不知道，该不该来。

轻轻的我真的要走了，要不然就赶不上6路公共汽车了。

此致敬礼。谨以此篇献给那些畸形发烧的岁月，祭奠死水一
样的年华，易老的容颜！

西瓜太郎2011年06月26日14：55

xxxx高三:西瓜太郎

乡村的日记篇四

转眼间，来到宏力学校已经快三年了。快要升入毕业班的我
们心中都有来一些莫名的情愫――快要分开了。偶尔提及此
事，大家都悻悻地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班，可那希望真的太渺
茫了。是啊，若是真的分到，才是真的有缘呢！

还记得六年级刚来的时候，看到一些关于怀念宏力的文章，



会有莫名的反感，觉得那些人太假惺惺了。可“是非经过不
知难”，当轮到自己时何尝不是如此呢？也会想念那大道两
旁生命力旺盛的银杏吧；也会想多去看看那幽寂的弦歌湖吧；
也会想去那充满着童真的幼儿园多望两眼吧。人都是这样，
只有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

红利的老师，挺好的，宏力的同学，挺好的，环境也不错。
若是多年之后忆起这个盛满我们温馨回忆的地方，一定会莞
尔一笑的。

学习，却也紧张，可玩乐，也是少不了的。是啊，没有什么
能够束缚住我们爱玩的天性，夹缝生存的小苗也可以很茂盛：
像参加社团之类的活动，便是最盼望的。

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阅读课，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阅读时
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阅读”，呵呵。

那些在宏力的日子，我会永远铭记。

乡村的日记篇五

我再次回到了那个曾经的校园。

还是从前的小平楼，粉地砖，但墙壁完全变了颜色，更加的
美丽，令人感到熟悉而又陌生。我站在院子中，心里不禁想
起那段美好的日子。

我和同学们曾经在这里一起游戏学习，天真的笑容，幼稚的
语言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朝操场边的两棵茁壮的大树望去，又长高了不少，更加的
茂盛。回想起曾经的夏日里，老师站在树下，我与同学们排
方队站好，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老师要教我们做广播体操，一个动作教，仔仔细细，谁也不



允许落下，我们都认真的学习。学会后，每日早晨，都会在
大树的保护下开启广播操模式。“当时做广播操是最开心的
时候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道，好像又看到大家排着整整齐
齐的队伍站在树下。

我又迈着激动的步伐走向操场中间的玩具设施，伸出双手抚
摸着滑梯，小心翼翼地走上去，高度比从前高了2米多，稳稳
地坐在上面，心中说不出的开心，又回忆起以前一下课，同
学们抢滑滑梯的画面：“叮铃铃……”下课铃一响，一窝蜂
的就要从窄小的房门冲出去，可又卡在了一起，谁也不愿让
谁，一个身体庞大的同学将手放在马上就要出去的同学胸前，
使出强大的力气，向后拉扯，一堆同学向后退几步，胖同学
瞬间变得灵活起来，跳了出去。冲着被挡在后边的同学做了
个鬼脸，气急败坏的我们，一个一个出去，与胖同学开始战
斗，争夺滑滑梯。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上楼梯，凭借娇小身体
的优势从空隙中穿过，手忙脚乱地向下滑去，还朝挣扎着往
上爬的胖同学得意地笑着。

我依依不舍地走出校门，回忆着曾经的美好日子，带着美好
的回忆，甜甜地离去了。

乡村的日记篇六

我的奶奶住在乡下，小时候我总嚷着去看她，她总是准备着
吃的、喝的围着我转，我回奶奶一个浅浅的笑。我蹦着跳着
在奶奶的院子里追着鸡跑，学着鸭叫，采着花闻。

但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是那抹白色的栀子花，就像奶奶的
那片片白发，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那时候我走
在栀子树旁，俯下身，闭上眼，嗅嗅满树的芬芳，再深吸，
满腔的香甜，我轻柔地抚摸一簇挨着一簇的栀子繁花后，再
闻闻自己的小手，依然香得醉人，赶紧对奶奶说，奶奶，你
闻闻我的手，多香啊！奶奶一边亲，一边闻，她的笑容就像
一朵含苞待放的栀子花，包不住的快乐！奶奶停下手中的活，



轻轻地捏住花的尾部，一拉，一掐，一朵栀子花便躺在了奶
奶的苍老的掌心里，更衬出了奶奶的黝黑沧桑的皮肤，我接
过栀子花，那么白色一直在我心里回荡。

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循着花香一路走来，戴着草帽，拿着锄
头，卷起衣袖和裤角，原来他们是去摘西瓜啊，田里的西瓜
又圆又大，绿油油的藤蔓俏皮地给大地披上了一条绿色的毯
子，在阳光的照射下，那抹绿色写满了诗意。我抱起一个大
西瓜跑着，一点都不觉得重。乡亲们奖励我一块大西瓜，我
吐了满田地的黑籽，再用手挖着土，满心期待着来年的西瓜，
我兴奋地喊着：我会种西瓜了，我会种西瓜了！

乡村的日记篇七

缓步行于阡陌之上。绿油油的庄稼打上了浅浅薄薄的露水，
衣衫微湿。广袤的田野里有走不完的长长的田埂，有金黄灿
烂的蒲公英花，有独自行着的小人儿。灰灰的天空带着几分
湿润与柔婉，与黛青的山合于天际。山脉的起伏犹如柔软的
呼吸，一波接着一波，最后化成青色消失在遥远的天边了。
天下起了濛濛细雨，透过雨帘，一树桃花在简陋的屋舍后静
静地立着，温婉而明艳。细细的雨丝点缀着一池春水，“润
物细无声”，随着池水漾起涟漪，渗入心里。

明艳的四月天，外公骑着三轮车载我在小路上。我只看得见
他的草帽，弯曲的脊背和浸了汗渍的旧衬衫，外公是老了吗？
那时他的头发还没有全白，与四围年轻的生命在一起又是那
么的协调。路边的草茵茵地铺下去，连接着蜿蜒的河流。郭
沫若笔下的白鹭从芦苇荡中飞出，成为了定制在琉璃框里的
画面。

初夏时节，蝉不住地聒噪着。小河边丢下一片树荫，我便坐
在河边的船上，持一柄荷叶，赤了脚弄水。水珠在荷叶心滴
溜溜地乱转，就和银球似的，灵动活泼。摘下的荷花是娇客。
河岸边的小屋内，母亲和外婆唤我吃自家种的西瓜。心爱的



小白狗也随着乱吠，黄昏时分，夕阳如碎金般跳跃在河面、
河心的小岛上，水杉林肃穆地立着。成群的鸟如黑影成片地
掠过夕阳，又嘈杂着落入岛中去了。

好几年不曾回去了，乡村以宁静的姿态存在于某个角落，同
样的故事上演在每个傍晚和梦中。处在喧嚣和竞争的城市的
边缘，乡村始终是我心头的一方净土。每当精疲力竭时，回
首看看那些停留在田间的日子，就会涌上几丝安慰。我是幸
运的，能够在晨光熹微中嬉戏，在慵懒的午后阳光下思考，
品尝那种谁也无法打破的宁静。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回去，但这并不重要。童年被我收藏在
记忆的相册中，我会怀念在乡村的日子，就这样，一直怀念
下去。

乡村的日记篇八

一个人的强烈幻想、欲望以及企图和追求，都是那样的顺其
自然，无可非议的，而在时光的匆匆流逝中，就是那样的来
去匆匆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千变万化。

乡村的日子，真的令人那样难以忘怀。

乡村的日子，确实是那样的朴素。

是的，乡村里的每一个日子，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是不足
为怪的，为此，作为一个乡村的儿子的我，才真真正正地干
涉到了乡村的每一个日子都如同车轮似的飞快地转动着，给
所有的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于是，我想，正因为乡村从每一个原始的时光中走来，它对
现代似的生活充满无限的想往和最大的憧憬，每一份的热望
都都包含在那些闪烁的目光中，实实在在了谁都不敢奢望的
生活真谛。



真的眺望那远去的景色，乡村的日子浓浓了七彩所缤纷的诗
情画意，令人思绪万千，在一个个的梦寐以求之中感奋。

不错，在我所想象的风景里，乡村的日子，真的如同那些青
春的故事一样在不断地感动了和我一样的儿女们。

那些日子都在生动着一个个美好的青春时光，丰硕地留在麦
尖上，悬在稻穗间，挂在树梢上，缠在如同彩绸一般的山涧
小路上，碧波荡漾在那清澈的流水之中，还在那阳光的亲切
抚慰里很蓬勃地生长着。

于是，这是一个很刺激撩人的'日子。

于是，这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

于是，这是一个嘹亮歌唱迷人的岁月。

乡村的日子，平凡得不再平凡的了，每一天都迎着日出，看
着日落，和着那一首首粗犷朴实的歌谣，还有那一阵阵的唢
呐声声，吐露着真情与心愿，给山野披上了新装，让村庄变
得年轻起来，使人们的笑脸红光满面，喜怒哀乐愁都在那光
淀淀的七彩里浓进了共同的美好愿望，拥抱着春花与秋月。

乡村的日子，如今已经不在是那个贫穷落后的老样子了，更
不是那些勒紧裤带眼巴巴地望着那些穷山恶水毫无办法的时
光了，乡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一个个的穷则思变、发奋图强、
众志成城，开创了一个个新的业绩：是啊，村道变宽了，房
子变得高大宽敞起来了，青砖瓦房，庭院楼宇，透着青春的
活力和倩美，到处都洋溢着山里和山外的新闻与消息，还有
那来自四面八方的醉人捷报，长着翅膀，顿足在每一个人的
心目中，在人们的眼里和芳草地上翩跹起舞。

乡村的日子，到处都是鸟语花香。



乡村的日子，分清了一个个的春种夏耕秋收与冬蓄的四季农
活光景。

乡村的日子，让我和你更加地懂得了如何分享那些多彩的日
子与生活。

乡村的日子，更是让我理解了生活的含义，不得不热爱它们，
珍惜它们。

是啊，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沉甸甸飘香醉人的日子，呈
现在你和我的眼前，呈现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与歌声里，让我
和你都很足够地回味着那些酸甜苦辣涩，还有每一个日子所
展现的真善美丑恶。

是啊，一个个的从水里，地里，山里和森林里长出来的日子，
真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真实丰满，在父老乡亲的脸
颇上荡漾着五光十色，放歌着一个个的青春乐章，永远着一
次次的追求与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