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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爷爷为我们介绍了大运河的概
况和鲜活的历史典故，生动地勾勒出这
条世界最长人工河的雄浑壮阔，让我不
禁对祖先们的超凡创造力与坚毅精神
致以崇高敬意。他还带领我们走进常
州大运河船点文化的天地，开启了一扇
通往常州饮食文化宝库的大门。

最令小记者激动的无疑是试吃常
州船点。常州船点品类繁多，令人目不
暇接。我尤其钟情于常州麻糕，它分为
甜、咸两种口味，口感酥脆。喜爱它并
非出于别的缘由，而是因为其中承载着
常州人的独特情怀。今天，我又尝到了
文亨状元饼，特别好吃，里面还有杏仁！

二（1）班 袁梓涵 指导老师 蒋雨芩

张爷爷给我们介绍了常州的传统
船点。哇，有红楼一口酥、青枫采和饼、
宣怀家饼，还有常州麻糕、文亨状元饼，
名字多得我都快记不住了！其中，最有
名的就是常州麻糕和文亨状元饼。我
拿到了一块状元饼，轻轻咬上一口，香
甜酥软，那味道一下子在嘴里散开，太
好吃啦！听说，这还藏着张爷爷和老师
们对我们学业有成的美好祝福呢！

二（4）班 许梓一 指导老师 王丽琼

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船点，听张爷
爷一讲才明白，原来船点就是在船上吃的
点心。像青梅饼、文亨饼、一口酥这些，都
属于船点。想象着以前人们在大运河的
船上，品尝着这些精致美味的点心，欣赏
着两岸的风景，感觉好惬意呀！

张爷爷还给我们唱了一首《教我如
何不想她》，那歌声特别美妙，我们都陶
醉在常州灿烂的文化中。张爷爷带来
了好多又香又甜的船点美食。可惜人
有点多，我只尝到了青梅饼，没能尝到
文亨状元饼。据说吃了状元饼能激励
我们学业有成，这也让我对文亨状元饼
充满了好奇。

二（6）班 钮韵西 指导老师 王惠云

张爷爷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精美的
船点。知音玫瑰饼，那玫瑰饼就像一朵
盛开在盘中的玫瑰，娇艳欲滴，散发着
迷人的玫瑰香气。红楼一口酥，一口咬
下去，酥脆的口感在口中散开，仿佛能

听到“嘎吱”的声响。还有天宫双桂饼，
说到天宫双桂饼，张爷爷更是兴致勃勃
地讲起了它的来历：“在北宋时，双桂坊
曾经有宋氏兄弟俩先后考取进士，而后
间隔89年左右，又有丁氏兄弟俩先后考
取进士，这可是一段佳话。为了表彰两
家兄弟奋发读书、为国尽力的事迹，皇
室特发榜，准予建坊，授名双桂坊。而
双色麻饼呢，它可是常州传统糕点之
一，就像常州糕点界的一颗明珠。

三（4）班 陶弈成 指导老师 边静波

今天，张爷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神
奇的船点：知音玫瑰饼的香气中仿佛藏
着初绽的玫瑰与雨后的青草，红楼一口
酥只比硬币大不了多少，轻轻咬上一口
瞬间在嘴里化开。此时我又不禁想到：
难道吃了文亨状元饼就会变成状元
吗？最有趣的当数青枫采和饼，像枫叶
的形状，青梅混合着桂花，咬上一口，桂
花的香气让人感觉仿佛在运河上漂流，
船桨拨开的水纹里，恍惚能看见千年前
的漕船正摇摇晃晃地靠岸……

三（5）班 许梓睿 指导老师 赵敏华

张爷爷先给我们讲了伯牙桥的典
故，我仿佛看到伯牙在桥上为知音子期
弹奏。子期去世后，伯牙断弦绝琴，那
份对知音的珍视，让我十分感动。接
着，老师又说起《红楼梦》，讲述了宝玉
和黛玉在大观园中的情感纠葛，虽然有
些情节我还不太懂，但那种悲伤的氛围
和人物的情感波动深深吸引了我。

随后，张爷爷话锋一转，讲起了文
亨桥的故事。那座桥上雕刻着精美的
龙凤图案，栩栩如生。而文亨状元饼，
更是常州的传统美食，金黄酥脆的外皮
包裹着甜蜜的馅料，每一口都让人回味
无穷。一个个传奇的故事，让我对常州
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张爷爷还

给我们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
告诉我们词是刘半农写的，曲是赵元任
作的。原来赵元任大师不仅是语言天
才，更是音乐界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
才华如同夜空中明亮的星星，闪耀夺
目，太厉害了！

三（6）班 张露竞 指导老师 宗玥

顾名思义，“船点”就是船上吃的点
心。过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只，行船
速度比较慢，一趟船少说几天，多则半个
月，吃饭要在船上解决。但在船上生火做
饭不便且很危险，因而产生了“船点”，它
不但味道可口，而且保存时间较长。据说
这些点心旧时只有坐船的达官贵人才能
吃到，如今，我们人人都可以品尝了。张
爷爷给我们带来了各式运河船点，有知音
玫瑰饼、红楼一口酥、青枫采和饼等，每一
道精美的船点，都包含了张爷爷对常州
深厚历史文化的热爱。

四（6）班 钮羽萱 指导老师 李永清

张爷爷不仅给我们讲述了大运河
的辉煌历史，还结合典故“他乡遇知
音”，为我们介绍了知音玫瑰饼的由来。
故事发生在楚国，俞伯牙乘船靠岸后，在
岸边悠然抚琴。那琴声悠扬，如高山流
水，又似漫步于青山密林之间。钟子期路
过，竟能准确道出琴声中的意境。俞伯牙
欣喜万分，因为他终于遇到了知音。据说
这个故事发生在常州，张爷爷深受触动，
研发出了“知音玫瑰饼”。

终于开始品尝船点了。看着眼前
香喷喷的青梅饼，我垂涎三尺。轻轻咬
上一口，青梅、红瓜、柠檬、桂花的味道
在口中交融，酸甜的滋味挑逗着味蕾，
令人回味无穷。软糯香甜的饼皮轻抚
着唇齿，就像夏日里的一缕清风，带来
丝丝惬意。

四（6）班 欧阳晨茜 指导老师 李永清

3月18日午间，常州公益助学联合
会·现代快报精心策划了一场活动，旨
在让小记者们深切领略大运河的深厚
韵味与传统糕点的独特魅力。为此，特
别邀请了八仙食品的创始人张日成老
师来到潘家小学，带领小记者们一同探
索运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品尝那承载
着千年传承的船点美味。

潘家小学小记者品尝运河船点

听运河故事品运河船点
潘家小学开展食育主题活动

“啪！”随着教练挥动球棒，白色的
棒球像一只展翅的白鸽飞向蓝天。我
仰着脖子，发出“哇”的惊叹声，这是属
于我的棒球初体验。

教练先教我们规则，原来棒球场有4
个白色垫子，叫“垒包”。击球后要像玩跳
格子一样，按顺序踩过一垒、二垒、三垒，
最后冲回本垒才能得分。我悄悄用球棒
戳了戳本垒板，感觉像在戳乌龟壳。

随后，教练把棒球手套套在我们手
上让我们练习。我瞬间感觉自己变成
了铠甲勇士，用力一挥棒，转了个圈，差
点把自己也挥了出去，忍不住哈哈大
笑。

最后，教练让我们男生组和女生组
进行比赛。真正的比赛比想象中还要
精彩，当教练吹响哨子，整个操场都变
成了沸腾的海洋。

三（2）班 吕亦寒 指导老师 丁盼

活动一开始，井教练用特别有趣的
方式教我们打棒球。他把复杂的动作
编成简单的口诀：“站稳脚，盯紧球，用
力挥！”教练还亲自示范，动作特别帅
气。轮到我练习击球时，我的心扑通扑
通直跳，手心紧张得冒汗。第一次挥棒
没打中球，但教练鼓励我：“别急，再试
一次！”第二次，我紧紧盯着飞来的球，
用力一挥——“啪！”球飞得老远！那一
刻，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学会了棒球的技
巧，还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意义。教
练说：“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比不上一个
团队的力量。”我深深记住了这句话。

三（2）班 力安婧 指导老师 丁盼

我们要制作一只布艺小狮子，步骤如下：首先，在白
纸上画出小狮子的轮廓并剪下来，作为纸样。接着，用
糯米胶将纸样平整地粘贴在选好的布料上。然后，沿着
纸样边缘小心地将布料剪成小狮子的形状。再轻轻撕
下布料表面的纸样，露出完整的布艺轮廓。最后，用糯
米胶把剪好的布艺小狮子粘贴到另一张干净的白纸
上。这样，一只可爱的布艺小狮子就制作完成了。

二（2）班 王微 指导老师 蒋娴

讲解结束后，老师带领大家动手制作布狮子。首
先，我们需要把不同颜色的布料裁剪成各种形状的部件
——圆形的头部、椭圆的身体、长条状的四肢……接着，
大家用胶水将这些布料部件依次粘贴在A4纸上，拼贴
出狮子的轮廓。我制作的是一头公狮子，特意把它的鬃
毛剪成了小花的形状，显得格外俏皮。狮子的眼睛用黑
色画笔细细勾勒，皮毛选用了温暖的黄色布料，鼻头则
是一小块黑色布料剪成的倒三角形状。它的耳朵呈半
圆形，前肢强壮有力，尾巴修长自然，整个体型小巧玲
珑，却不失威严。看着自己手中逐渐成形的小狮子，我
忍不住感叹：“原来用布料拼贴出来的狮子这么可爱！”
当最后一笔画完眼睛时，一只栩栩如生的布狮子跃然纸
上，之前制作时的紧张和笨拙瞬间化作了成就感，满心
的欢喜也让所有烦恼烟消云散。

四（2）班 周可莹 指导老师 邵渊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手工是贴布画，它的制作过程其
实很简单：首先准备好剪刀、印有狮子图案的纸张、布料、
水彩笔、米糊和A4纸。接着将狮子图案从纸上剪下来。
然后挑选自己喜欢的布料，在剪好的图纸背面均匀涂抹米
糊，将其粘贴到布料上。再沿着图纸边缘小心剪下布料，
保留狮子形状的轮廓。之后取出A4纸，在剪好的布料背
面涂上一层薄米糊，依次粘贴到A4纸上固定。最后用水
彩笔为小狮子画上灵动的鼻子、嘴巴和尾巴。

四（2）班 董馨瑞 指导老师 邵渊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纺织工人辛勤劳作，许多纺
织工厂沿大运河而建，正是为了方便运输。今天，我们
将用布料制作一幅狮子布贴画，感受传统纺织文化的魅
力。

首先，我们需要把狮子图案的各个部分在纸上画
好，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来作为纸样。接着，将这些
纸样用米糊粘贴到选好的布料上，沿着纸样边缘修剪多
余的布料，让狮子的身体、头部等部件轮廓清晰。然后，
准备一张A4纸作为底板，把每一块剪好的布料背后的
纸张轻轻撕下，再用米糊将布料部件依次粘贴到A4纸
上，确保位置准确。最后，用水彩笔为狮子画上立体的
鼻子、嘴巴和飘逸的尾巴，让图案更加生动。

一幅栩栩如生的狮子布贴画就此完成。它不仅展现
了狮子的威武神态，更承载着我们对传统纺织工人的敬
意——正是他们的智慧与汗水，让布料成为连接历史与
生活的美好载体。

五（3）班 蒋梓煊 指导老师 朱小燕

起初望着五颜六色的布料，我满心困惑，完全不知
从何下手。好在老师耐心指导，我才慢慢理清了思路：
先在纸上勾勒出狮子的轮廓，再用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线
条裁剪，生怕一个手抖剪坏了雏形。剪完轮廓后，便开
始一点点粘贴——将布料按形状仔细贴合在底板上，每
一次按压都带着期待与紧张，仿佛在编织一个关于手工
的小梦想。

当狮子的鬃毛、眼睛、爪子在布料拼贴中逐渐清晰
时，我的心跳也跟着加快了。最后把完整的狮子图案固
定在卡纸上的那一刻，一幅栩栩如生的布贴画赫然呈现
在眼前，成就感瞬间涌满心头。

六（2）班 杨镒帆 指导老师 蒋丽琴

“布”一样的精彩
南宅实验学校开展布艺手作体验

特别的体验
解放路小学开展棒球主题体验活动

学习挥棒技术

学习制作布艺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