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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五谷，分别是稻、黍、
麦、菽、稷。我还学会了水培大蒜的方法：先
用矿泉水瓶从中间切开，在里面加入适量的
水，再拿一个完整的大蒜，把它的外皮剥开，
最后把一半大蒜插入水中。过三天基本就会
长出白白的根须，同时还要三天给它换一次
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自来水，要在太阳
下晒一晒才能用，如果是纯净水就可以直接
更换。慢慢地大蒜上面就会长出尖尖的嫩
芽，直到三十天左右，就可以品尝大蒜叶啦！

一（1）班 蒋嘉树 指导老师 薛寒冰

活动开始前，老师问我们有没有去过农
田干活，我举起了小手。老师又问了几个问
题，我只答对了一个，不过妈妈说勇敢举手就
很好。老师先讲了水稻变成米的过程。水稻
成熟后，农民伯伯会收割，然后脱粒，把稻谷
晒干，再去壳，最后抛光，就变成了我们吃的
大米。接着，老师又讲了水培大蒜的过程。
先把塑料瓶剪一半，把上面部分拿掉，下面一
半的塑料瓶用来装水，让蒜头底部接触水，蒜
头尖尖朝上。老师还特意强调不能把整个大
蒜沉入水底，否则会变质。把塑料瓶放在有
阳光的地方，每隔3—5天换一次水，蒜苗就
能长出来了。

一（2）班 蒋涵锦 指导老师 吴溪

我们学习了水稻的生长知识，水稻先种
在田里育苗，等它长到一定程度后，把它移种
到稻田里，这个过程叫插秧！在水稻的生长
过程中需要注意，要除草施肥！秋天水稻成
熟，农民伯伯会收割水稻，收割好的水稻用脱
谷机脱谷粒，再经过筛淘，剩下谷粒，谷粒需
要经过几天的晾晒。下面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脱壳，剩下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大米！大米含
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能量的主要来
源，同时也含有蛋白质、矿物质、膳食纤维和
多种维生素！

一（3）班 蒋言浠 指导老师 董浪

通过老师图文并茂的讲解，我知道了种
植水稻需要从浸种、育秧、插秧到收割、晾晒、
脱粒的全过程。老师还告诉我们“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的道理。每一粒米都需要经
历播种、浇水、除草、收割等好多步骤，才能端
上我们的餐桌。以前我总觉得我们吃到的饭
菜是理所应当的，但现在我明白了，每一口粮
食都凝聚着农民伯伯的汗水。最后的互动环
节，我举手抢答，获得了特色纪念品作为奖
励，我非常开心。

一（4）班 袁铭浩 指导教师 张帆

今天，我参加了小记者活动，老师给我们
讲了杂交水稻的故事，还有水稻是怎么种植
生长的。我觉得袁隆平爷爷就像一位“水稻
魔法师”，他让水稻结出更多的稻谷，让很多
人都能吃饱饭。老师说，袁爷爷有个梦想，就
是让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
样大，这样大家就再也不会饿肚子了。

原来水稻不是一开始就长在田里的。农
民伯伯要先把种子撒在软软的泥土里，等它
们长出嫩嫩的小苗，再一棵一棵小心地插进
水田里。夏天太阳很大，他们弯着腰插秧，汗

水把衣服都湿透了；秋天稻谷变黄了，还要收
割、脱粒、晒干，最后才变成我们碗里的白米
饭。每一粒米都藏着好多人的辛苦呀！

中午吃饭时，我看着碗里的米饭，想起老
师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以前我
有时候会剩饭，现在觉得这样不对。农民伯
伯这么努力，我们应该把饭吃得干干净净，不
挑食、不浪费。

一（6）班 左习然 指导老师 姚菊

老师详细地为我们讲解了种水稻的过
程。首先是育苗，这是水稻生长的起始阶
段，就像是为新生命搭建温暖的摇篮。等水
稻慢慢长出小苗后，就要把它们转移到水田
里，这一步就如同让孩子离开温室，去更广
阔的天地接受风雨的洗礼。接着，要给小苗
杀菌除虫施肥，呵护它们茁壮成长，这期间
的每一项工作都像是在为孩子的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到了收获的前夕，需要把水田里
的水抽干，为收割做好准备。收割完的稻
谷，还得用专业的机器进行脱壳，经过这一
系列精心的步骤，才能得到那一颗颗雪白饱
满的大米。

一（6）班 尹嘉翊 指导老师 姚菊

今天下午，在我们学校的苹果剧场，举办
了一场以“五谷耕种”为主题的讲座，我很幸
运能够参加。通过老师生动有趣的讲解，我
知道了每年农民伯伯都要把水稻种子培育成
幼苗，然后把幼苗一棵一棵地移栽到水田
里。炎炎烈日下他们还要给禾苗浇水、除草、
杀虫。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农民伯
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水稻成熟了，辛勤劳作
有了回报。此时，农民伯伯先要把水稻田里
的水放走，然后再进行收割。最后，他们抱着
一手的粮食高高兴兴地回家啦！

一（7）班 孟梓一 指导老师 夏雯

今天吃着那家的番茄牛腩蛋包饭，老板
装的量一如往常的多，我却惭愧地跟妈妈说，

“妈妈，能帮我分享一点碗里的食物吗？我肯
定吃不完。”妈妈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而我自己知道，这一次的“不同”，是因为
我忽然想起白天那场小记者活动“农耕文化
讲座”，也深深记住了稻谷的“粒粒皆辛苦”。
课堂上依稀记得老师展示的一张照片：一位
老农弯腰在稻田里插秧，他身后是一片秧
田。他佝偻着腰，卷着裤腿，汗珠挂满他的额
头，在晨光中泛着微光。

妈妈听我讲述，笑而不语，给了我大大的
赞。妈妈还说有机会带我插秧去，她说泥土
教会人的，有时比书本更为深刻。

一（10）班 马奕博 指导老师 袁利多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我
们更不能忘记粮食的珍贵。从春种秋收到
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都饱含着农民的辛勤
汗水。

节约粮食，是对劳动的尊重。那田间弯
腰劳作的身影，那烈日下的滴滴汗水，都凝缩
在我们碗中的食物里。

一（11）班 张一诺 指导老师 薛俞

传承农耕文化，厚植劳动美德
星河实验小学开展农耕文化主题讲座

作为小记者，我们跟随成睿老师走进
邮票的世界，了解了有趣的邮票知识，学
习了创作邮票的技巧。

从“认识邮票”开始，我们欣赏了史上
第一枚邮票。1840年，第一枚邮票在英
国诞生，罗兰·希尔被称为“邮票之父”。
邮票上有“铭记、面值、齿孔”三个特点。
铭记在我国要写成“中国邮政”和英文

“CHINA”；面值有 80 分、1.2 元、1.5 元
……齿孔在邮票的边缘，一小段平直，一
小段凹进去，有的是半圆形的，方便撕开
邮票，真是设计巧妙。

成老师为了让小记者们更好地记住

知识，不时提出一些小问题，答对的还可
以获得一张明信片。这种互动方式燃起
了小记者们的思维火花。成老师还介绍
了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富
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鲁迅等几位热爱
集邮的历史名人。没想到，鲁迅先生不仅
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还是一
位集邮爱好者。他在《鲁迅日记》中多次
提到过邮票的事情。

最激动的是，我们还将参加全国少儿
邮票设计大赛。老师叮嘱我们设计时不能
少了“三要素”，设计的邮票如果得奖，就能
变成真正的邮票。画画是我的强项，我得
好好努力，设计一张与众不同的好邮票。
潘家小学四（6）班 江昕 指导老师 李永清

麦秆画制作体验现场

刚迈进会议室的门，一股甜甜的麦香
味扑鼻而来，就像一只温柔的小手，轻轻
挠着我的心，让我瞬间来了兴致。瞧那盒
子里的麦秆，金光闪闪的，仿佛是一根根
金色的魔法棒，充满了神秘的力量。

老师告诉我们，麦秆画可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呢！我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视频，只见麦秆在匠人的手中
神奇地变成了翩翩起舞的仙鹤、威风凛凛
的凤凰，哇，这就像变魔术一样，太神奇了！

不过，老师接着说，制作麦秆画可不
简单，要经过蒸、煮、浸、剖等24道工序，
一道都不能少，有些复杂的作品甚至得花
200多天才能完成。我听了，嘴巴都惊讶
得合不拢了，原来这小小的麦秆画背后藏
着这么多的学问！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体验剪剖
工艺。我紧紧地握着小剪刀，手紧张得直
发抖，感觉那剪刀都快被我捏变形了。好
不容易才把麦秆剪开，那一刻，我的心里

别提多有成就感了，就像打了一场大胜
仗。我小心翼翼地把麦秆剪成不同长度
和形状的碎片，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厉
害的小艺术家。

这次制作麦秆画的过程，让我大开眼
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非遗技艺的精湛，
也明白了我们传统文化是多么厉害。

武进区实验小学三（18）班 陈沐言
指导老师 张莉

传非遗，品麦香

为弘扬中华
传统农耕文化，
引导青少年感
悟劳动精神，5
月14日下午，常
州公益助学联
合会·现代快报
邀请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分公司
邮票文化宣传
专员成睿走进
星河实验小学，
为同学们带来
一场生动有趣
的农耕文化主
题讲座。

星河实验小学农耕文化主题宣讲活动现场

投稿选登

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小记者班的
同学们参加了一场关于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老师教我们如何用“火眼金
睛”辨别真假商品。辨别真假的关键在
于：首先，查看商品包装。正品包装通常
精致，字体清晰，无错别字；假冒产品包装
则粗糙，字体模糊。其次，查看生产日期
和批号。正品的生产日期和批号打印清
晰，可通过品牌官网或客服查询真伪；假
冒产品可能没有这些信息，或者信息模糊
不清。最后，闻气味、比质地。正品气味

纯正，质地细腻；假冒产品可能气味刺鼻
或质地粗糙。

如果遇到假货，我们首先要保留证据，
然后拨打投诉电话12315，维护自己的权
益。此外，如果在餐厅吃饭被要求支付餐
具费用，我们可以要求提供免费的消毒餐
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餐饮服务经营者
有义务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免费餐具。

这次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
呼吁大家：购物要到正规超市，避免在路
边摊购买。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丽华二小五（3）班 张礼睿
指导老师 李佳

守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新疆是个好地方，坐着火车游新
疆。”当耳旁响起火车上播报员的讲解，
我和妈妈正踏上心驰神往的大美新疆之
旅。

想必你一定看过《西游记》吧！那个
差点要了唐僧师徒四人命的“火焰山”竟
然真实存在。宽广的吐鲁番盆地北端就
是火焰山的所在地。在这里，你能真正体
会到什么叫热浪滚滚。巨大的“金箍棒温
度计”拔地而起，仰头望去，上面赫然显示
着74℃。据说，这里的地表温度最高可
达 89℃。我们一行人在此游览了几分
钟，我的脸就被扑面而来的热浪“烤”得通
红，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落，手持小风
扇根本形同虚设，整个人就像置身于巨大
的桑拿房中。更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有一
项有趣的体验——沙地煮蛋：只要把一颗
生鸡蛋埋入脚下的沙地里，不出15分钟，
就可以掏出沙地里的鸡蛋直接品尝。听
到这，你是不是特别想去体验一下？

离开吐鲁番，再往新疆深处开，你就
会踏上美得不同凡响的“独库公路”。远
远望去，只见蜿蜒的公路向前方延伸，宛
如一条巨龙。沿途你能欣赏到一年四季
的美景：百里画廊处，繁星般的野花肆意
洒落在绿意盎然的田野间；那拉提草原
上，成群的牛羊悠然自得地漫步在天地画
卷中；群山峻岭间，洁白无瑕的冰川化作
潺潺流水，在山间叮咚作响；九曲十八弯，
金色余晖洒落在九曲廊道上，宛如仙境一
般……这真是一条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
之路呀！

离开独库公路，你可以来到名扬中外
的喀什古城。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能歌
善舞。进入古城，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令
人眼花缭乱；各式各样的美食让人垂涎欲
滴；古色古香的街道引人驻足观赏……

大美新疆就像一本神奇的画册：火焰
山是红彤彤的火焰页，独库公路是弯弯曲
曲的丝带页，喀什古城是金灿灿的宝石
页。新疆可真是个好地方！

平冈小学四（2）班 金沁怡
指导老师 王萍

新疆是个好地方

“邮”你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