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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看到了好多整整齐齐的智
能育秧盘，它们被放在传送带上，就
像排着队准备开始一场有趣的冒
险。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育秧盘
就是小稻苗出生和长大的“摇篮”。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播种啦！
我们把选好的水稻种子放进一个智
能播种机里。这个播种机可神奇
了，它就像一个超级精准的小能手，
能把种子一粒一粒均匀地撒在育秧
盘里。不像以前用手撒，它撒得又
快又好，每粒种子之间的距离都刚
刚好，这样小稻苗长大就不会挨挨
挤挤的啦。

撒完种子，就要给它们铺上“垫
子”啦，其实就是育秧用的基质。这
里的基质是专门为小稻苗调配的，
里面有好多它们需要的营养。有个
智能机器会把基质按照一定的厚
度，平平整整铺在种子上面。铺好

“垫子”，还有自动浇水的设备呢。
它能知道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
候不该浇水，就像一个贴心的小保

姆，让种子能在舒适的湿度里发芽。
四（1）班 莫廷钰 指导老师 刘丽萍

上午 9 点多，我们坐大巴车来
到了常州市武禾优质水稻专业合作
社。下车排好队，我们先参观了现
代化农机，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智
能播种现场。当目睹智能播种机在
田间作业时，我内心满是震撼。听
师傅说，播种机播种大大节约了人
工，原来一亩地需要 3 个人，现在
100亩地只需要6个人，我不禁感叹
农业科技的强大。

太阳底下，同学们开始劳动，虽
然泥土弄脏了衣服，头发也被汗水
粘在皮肤上，可同学们的笑声一直
回荡在整片田野上。我搬起一盘育
秧土，看着里面的泥土在阳光下泛
着油亮的光泽，凑近一闻，散发着自
然醇厚的泥土清香。我捧起一把育
秧泥土，很细腻很柔滑，轻轻揉搓，
泥土便在指尖流淌，再用力攥紧，泥
土顺势成团，紧密却不板结，这样的

泥土就像温柔的襁褓，既牢牢托住
每一粒种子，又为根系生长预留出
舒展的空间。

四（5）班 王锦艺 指导老师 高添怡

在老师的带领和介绍下，我们
首先参观了现代化农机，也了解了
它们的作用。接着我们来到了活动
的实践现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
稻田，而最令人瞩目的是在地里的
小型机器——智能育苗播种机。里
面的负责人对我们说，以前人工播
种时，一亩地需要 2到 3人才能完
成，而现在用智能播种机100亩地
只需要5到6人。今天他们要完成
200 亩地的播种，我和同学们听了
都很震撼，都迫不及待想参与其
中。当我真正操作时，才发现并不
是那么简单，不一会儿汗水就打湿
了衣服，身上和脸上也全是泥土，可
我依然很开心，因为通过沉浸式劳
动体验，我们的团结协作意识被进
一步激发，“劳动为荣”的意识成为

我们的自觉。
四（5）班 唐佳旺 指导老师 高添怡

“插秧机再智能，也得靠人工装
填秧苗。来，搭把手！”朱建良叔叔
递来橡胶手套。我蹲下身体，指尖
触到秧苗盘边缘时，冰凉的塑料质
感混着潮湿泥土的温度传来。咬着
牙抱起一盘，沉甸甸的重量瞬间压
得胳膊发颤——原来每盘秧苗都裹
着厚厚的泥土，约莫有几斤重。吴
梦婷赶紧上前扶住盘边，我们两人
弓着背，一步一挪地往田埂上走，泥
水在脚下咕叽作响，后背很快被汗
水浸透。

孟欣语守在插秧机旁，踮着脚
接过秧苗。负责人一边示范如何将
秧苗盘嵌入卡槽，一边讲解：“卡槽
要卡准，不然秧苗会歪，影响成活
率。以前人工插秧，一天下来腰酸
背痛，现在用机器效率高了，但装填
这步容不得半点马虎。”只见机械臂

“咔嗒”一声咬住秧苗盘，缓缓驶入

水田，所过之处，嫩绿的秧苗如同被
施了魔法，整齐地排列成笔直的线
条，在阳光下闪烁着生机。

弯腰、搬运、起身、传递……重
复的动作不到半小时，肩膀就像坠
了铅块，后腰也酸胀得直不起来。
抬头望向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忽
然懂得负责人那句“一亩地只要五
六个人”背后，藏着多少默契与坚
持。

五（5）班 刘诺 指导老师 潘忱俪

“这台机器叫‘智能育秧流水
线’，200亩地育苗只需要七八个人
操作。”李叔叔一边演示一边告诉我
们。他按下启动键，传送带“咯噔”
一声开始运转：深褐色的基质土首
先被均匀铺进育秧盘，就像给盘子
铺上一层松软的巧克力蛋糕；接着，
一排小孔“簌簌”落下稻种，每颗种
子间隔刚好两厘米，比我们用尺子
画格子还要精准；最后，细密的水雾
从喷头里喷出来，在阳光下形成一
道道小小的彩虹。

我们蹲在传送带旁观察，发现
每盘秧苗都像被施了“整齐魔法”：
种子埋土深度一致，排列间距相同，
连覆盖的泥土都像用小铲子抹平
过。吴梦婷忍不住伸手比画：“要是
用铅笔在作业本上写这么整齐的
字，王老师肯定会给我打满分！”李
叔叔笑着点头：“这些机器装有传感
器，能自动调整播种密度和湿度，比
人工精准十倍呢！”

最震撼的是听李叔叔算效率
账：“以前人工育秧，200亩地需要
几十个人忙上一周，现在机器一天
就 能 干 完 ，而 且 出 苗 率 能 提 高
20%。”我们掰着手指头算完都惊呼
起来——科技的力量太厉害了！

五（5）班 王语晨 指导老师 潘忱俪

雪堰初级中学学生参观常州百年工商档案馆

芙蓉小学劳动教育活动现场

触摸城市文脉感悟历史传承
雪堰初级中学学生参加“江南燕·小记者百馆行”主题活动

近期，一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在常州大运河畔展开。雪堰
初级中学学生代表走进常州百年工商档案馆、大运河记忆馆和瞿秋
白同志纪念馆，在历史场景中感受民族工商业的奋斗历程，体悟大
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禾下美学：“一粥一饭”的科技密码
芙蓉小学开展劳动美育实践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劳动教育理
念，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品质，增强
农业知识储备，激发热爱家乡、热爱
生活的情感，5月19日，常州市武进
区芙蓉小学组织小种子班学生前往
常州市武禾优质水稻专业合作社，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劳动教育社
会实践活动。

在合作社负责人朱建良的带领
下，孩子们首先参观了农机仓库。
从上世纪的插秧机、收割机，到如今
的乘坐式高速插秧机、撒肥机、植保
机，一台台现代化农机具让孩子们
大开眼界。朱建良详细讲解了农业

机械的发展历程，并介绍智能化设
备如何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随后，孩子们走进育秧田，目睹
了智能育秧流水线的高效作业：基质
土经机械精准铺平，稻种随传送带均
匀播撒，覆土、喷淋一气呵成。在工
人们的指导下，孩子们还亲自上机操
作，触摸泥土的质感，感受科技与传
统农业的完美融合，不禁连连赞叹：
“原来种田也可以这么高科技！”

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近距离
了解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更让他们深
刻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
道理。 芙蓉小学缪小燕/文高添怡/摄

滚滚运河水，澹澹故乡情。我
们小记者来到了“常州运河五号”，
参观常州百年工商档案展示馆和常
州运河记忆馆。

千年的古运河，滋润了一个美
丽而富饶的地方——常州。映入眼
帘的是一条繁荣的商业街，听说这
是古代常州经济最繁荣的地方。走
进展馆，里面展览了许多明清时期
居住在运河边的人们的手工、食物、
衣服、劳作工具。最吸引我的，还是
用微小模型组成的常州运河路径、
房屋和运河，都精心雕刻，令人啧啧
称赞。进入三楼展馆，一个个闪亮
的奖章和勋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
是中国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每一
位“劳模”的荣誉。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他们在全社会唱响了“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时代赞歌。

八（1）班 王嘉嘉 指导老师 金富东

常州大运河工业遗产展示馆是
博物馆的一大亮点。这里展示了常
州丰富的工业遗产，包括老照片、老
机器、厂志等。这些展品不仅记录
了常州工业的发展历程，更展现了
常州人民的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从纺织、机械制造到农业机械化，常

州的工业品牌曾经在全国乃至世界
都享有盛誉。如今，这些工业遗产
被精心保护和展示，不仅为城市留
下了“工业乡愁”，也为现代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博物馆所在的区域已经发展成
为常州的文旅新地标。在这里，游
客可以一边欣赏博物馆的展览，一
边体验周边的工业旅游项目。这种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让游
客更好地了解大运河文化，也为常
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八（3）班 张妙婷 指导老师 许凌飞

我们参观了常州百年工商档案
展示馆，里面有着大量的珍贵历史
档案，有着老照片、老设备。在里面
看到了我没有见过的爷爷奶奶记忆
中稀有的粮票油票，“幸福牌”彩色
电视，承载着来自过去的故事的“红
梅牌”照相机，看到了东方红4型柴
油机车……它们宁静又充满震撼，
仿佛跨越时空。里面让我印象最深
刻的便是几十年前常用到的粮票、
油票等，看着那些有着岁月痕迹的
纸张，我仿佛可以看见几十年前，人
们到集市上拿着票购买生活用品的
场景，耳边响起商贩们此起彼伏的
叫卖声，好不热闹！

后面我们还去了常州大运河记
忆馆，我看到了当时的饭店、药房、
当铺、戏台，还看到了一些熟知的老
字号以及龙城书店，在这里我感受
到了常州历史的传承与发展。

七（1）班 朱子轩 指导老师 毛晓芳

走进瞿秋白同志纪念馆，古色
古香的建筑充满历史的气息。漫步
其中，我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瞿秋
白在此生活、学习的场景。他的书
房里，书籍摆放整齐，那泛黄的书
页，仿佛在向我讲述着他对知识的
渴望与探索。通过展厅中的文字、
图片和遗物，我深入了解了瞿秋白
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在文学、翻译
等领域成就斐然；他心怀天下，为了
民族的解放事业，毅然投身革命，不
惧艰难险阻，哪怕面临生死考验，也

始终坚守信仰。“我总想为大家辟一
条光明的路”，他用生命践行了这句
誓言。

七（2）班 刘焙 指导老师 毛晓芳

五月的阳光温柔地洒落，空气
中弥漫着蔷薇与梧桐交织的清甜气
息。微风拂过，路边的香樟叶沙沙
作响，像是在为这场特别的旅程奏
响序曲。就在这样惬意的周末，我
们小记者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走
进了运河五号创意街区。

在这里，我们首先参观了四大
主题之一的“工业遗存”。这里珍藏
着许多老常州人的岁月记忆。常州
百年工商档案展示馆凭借智慧讲解
与丰富展览，为我们还原了常州纺
织业的百年历程。它以新面貌示
人，通过精心梳理内容、巧妙布局空

间、独特设计展陈，让更多人得以与
历史亲密接触，回望往昔岁月，展望
未来发展。

此次“江南燕·小记者百馆行”
系列活动，宛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
开了一扇通往历史与文化宝库的大
门。

七（3）班 楚鹏飞 指导教师 任慧群

推开瞿秋白故居的大门，一句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
梢”的题诗赫然入目。遒劲的字迹
间，跃动着少年意气与家国担当，令
人瞬间肃然起敬。馆内，简朴的书
桌静默伫立，泛黄的书页微微卷起，
陈旧的笔墨静静摆放，仿佛时光在
此凝固。

穿过长廊，专题展馆以丰富的
史料与珍贵的展品，徐徐铺陈出瞿
秋白从常州学子成长为革命先锋的
壮阔历程。展柜中，《饿乡纪程》与
《赤都心史》的手稿泛着岁月的光
泽，字里行间凝结着他远赴苏俄探
寻真理的坚定；俄文译作旁，泛黄的
批注记录着他对革命理论的深刻思
考。而那篇《多余的话》手稿，更是
令人动容——在生死关头，他以平
静的笔触剖析自我，坦然直面命运，
那份超然从容的气度，恰似一面明
镜，映照出革命先辈纯粹而高尚的
灵魂。

这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
是一座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追寻理想，奋勇
前行。

七（3）班 王梦晴 指导教师 任慧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