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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卖树，只为生活更美好 

 

齐志伟 大庆四中语文教师，大庆市优秀教师，大庆市兼职教研员。追求语文课的思想性，课堂力求深刻，

引领学生与智者对话。在全国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大赛上荣获一等奖，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省级期刊上。 

 

殷都玄鸟 河南名师，安阳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国学吟唱化石级爱好者。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一位贫困的残疾老人承包荒山种植经济林。

十五年后，满山的树成材了。为了卖个好价

钱，老人找当地媒体帮忙宣传，没想到他被

媒体宣传成义务植树、改造环境的好人。接

着，各地媒体纷纷报道他的事迹，无数人被

他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有人还给他寄来钱物，

政府部门也送来生活补助。村干部提醒他，

树不能卖了，否则他的形象就毁了。卖，可

以让他脱贫，更好地生活；不卖，可以保住

自己意外获得的好名声，还可以为环保作贡

献。 

 

对上述事情你怎么看？请结合材料内容及含

意作文，体现你的思考、权衡与选择。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

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大庆四中高二年级开学检

测。查看更多作文解析请关注 “新课标大语

文” 微信公众号。 

 

【命题方向】 

人文底蕴：人文情怀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勇于探究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查看更多
作文解析
请扫码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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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材料主要讲述了一位承

包荒山种植经济林贫困残疾的老人，本想让

媒体帮忙宣传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却被宣传

成义务植树的典型，于是“卖”与“不卖”成为摆

在老人面前的难题。考生需要针对以上事件

发表自己看法，体现自己的思考、权衡与选

择，这是写作的真实情境。 

 

2.典型任务的限制。考生在谈自己看法时需

要作出自己的权衡与选择，也就是说考生写

作的过程要针对老人卖树问题阐述自己的观

点，给老人、媒体、村干部、政府提建议。

此外写作过程中需要结合材料的具体情境，

不能脱离材料，要能做到就事论事、论理。

思考、权衡与选择都比较偏理性，文体当以

议论文为宜。 

  

3.价值判断的限制。材料主人公为“一位贫困

的残疾老人”，从命题者对卖与不卖的态度上

可看出，考生需要在充分理解老人的基础上

进行论证。“不卖”可以为环保作贡献，需要考

生挖掘其闪光点；“卖”虽不能为环保作贡献，

但可以让他脱贫，更好地生活，需要理解和

体谅。 

 

开放性： 

1.立意角度是自由的。命题者在“卖”与“不卖”

的选择上并没有明显的价值趋向，考生可站

在老人通过自己努力，脱贫致富，安享晚年

这一角度上对老人卖树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也可以从老人这一举动对人们的影响、对环

保的贡献这一角度来论证老人不能“卖树”的

必要性。也可折中，卖一半脱贫，留一半环

保。角度开放，立意自由，考生可结合自己

的思考、权衡、选择阐述观点。 

 

2.联想和想象是开放的。针对老人卖树的问

题，考生可在材料基础上延伸论证，可援引

事例，支撑论点；也可阐释道理，使用多种

论证方法；可分析原因，也可列举解决方法；

可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也可站在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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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度进行评判，辨明是非曲直。总之在

论证的过程中，既要入理，也要入情。 

 

【解题】 

这是一道有具体情境的任务驱动型材料作

文。主要考査考生的理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

力。材料设置的貌似一个两难问题：卖树脱

贫还是不卖树为环保作贡献。“卖”与“不卖”是

摆在老者、村干部、政府面前的难题，考生

需要对此进行比较权衡，入情入理，作出最

佳选择。考生在写作过程中要紧扣情境、任

务，就事论事、论理，进行分析。切不可脱

离材料情境、任务，断章取义。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自力更生，努力脱贫，卖树无可非议。 

2.卖树，只为生活更美好。 

3.不卖，致富名声可双赢。 

4.卖树脱贫，无可非议。 

5.一半脱贫，一半环保，环保脱贫两不误。 

…… 

 

偏题立意： 

1.空谈环保重要性。（忽略任务，走向话题。） 

2.媒体宣传要正当。（忽略任务，失去针对

性。） 

3.甘于奉献，学会取舍。（泛谈奉献和取舍，

没有针对材料。） 

…… 

 

【范文一】 

 

卖树脱贫，无可非议 

殷都玄鸟 

 

一位贫困的残疾老人承包荒山种植经

济林。树成材后，为了卖个好价钱，老人找

当地媒体帮忙宣传，没想到他被媒体宣传成

义务植树、改造环境的模范。这让老人进退

两难：卖，可以脱贫；不卖，可以保住意外

获得的好名声，还可以为环保作贡献。 

 

站在老人的角度，我选择卖掉树林。 

 

首先，老人卖树无可指责。一个已经残

疾贫困的老人不向社会要救济，靠自己的双

手勤劳致富，谁有资格责备他呢？老人十五

年付出就是为了脱贫，卖树何错之有？如果

老人不卖树，他会依然贫困，再加上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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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生活难以为继，在这样的情况下，卖树

和环保如何选择？倘若我们做一下换位思

考，我们还坚持让他为环保作贡献么？ 

 

再者，卖了树何以就毁了形象？ 

 

义务植树、改造环境是好名声，值得宣

传；残疾老人身残志不残，靠自己的双手脱

贫致富就不是好形象，就不值得宣传么？如

果是这样的话，不是老人的问题，而是我们

的媒体、我们的村干部、我们的政府出了问

题！老人只想借助媒体帮自己宣传以便卖个

好价钱，媒体的宣传却背离了老人的初衷；

村干部不考虑老人需要不需要卖树，只考虑

树不能卖，不能毁掉义务植树的形象；政府

虽送来了生活补助，却并没有真正了解民情。

这样看来，是卖树脱贫毁了老人的形象呢，

还是不考虑民生一味要求老人为环保作贡献

的做法毁了媒体、村干部和政府的形象呢？ 

 

至于环保问题，也不是没有补救之策。 

 

老人卖树之后可以重新植树，或者选择

先卖一半保障生活，然后边植树边卖树，脱

贫环保两不误，何乐不为？村干部要做的不

是阻止老人卖树，而是想办法帮他卖树脱贫，

想办法帮他卖树植树两不误；媒体要做的不

是宣传老人义务植树、改造环境，而是通过

宣传，发动一些志愿者来帮助老人植树；或

者以此为契机，号召更多的人来植树造林，

改造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以，树是要卖的。媒体、村干部、政

府首先要考虑的是民生问题：如何帮老人卖

树，如何卖，卖了之后怎么办这样一系列问

题……民生问题解决了，再考虑环保问题，

若能植树环保两不误就再好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