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诤将军是江苏常州人，他
可了不起啦！以前红军打仗的时
候，他用“半部电台”给部队传消
息，就像长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让
战士们知道哪里该前进。后来他
成了解放军的大英雄，还被授予

“开国中将”呢！
王诤将军特别爱祖国、爱家

乡，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害
怕。我们在展厅里看得可认真
啦，我偷偷在心里想：“以后要像
爷爷一样勇敢，好好学习本领，长
大后做很多好事！”
二（1）班 孙棋瑗 指导老师 徐兰月

走进王诤故居，一种威严、朴
素的气息迎面而来，陈列的勋章
和手稿勾勒出他波澜壮阔的一
生。墙上那密密麻麻的简介告诉
我们，他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面
对种种危险，他也始终坚定不
移。参加这次活动让我明白：无
论时代如何变迁，红色精神永不
褪色。
五（3）班 林程程 指导老师 朱小燕

“嘀嘀嗒嗒”，刚走进王诤将
军故居，老式电报机突然发出清
脆的声响。今天，我有幸参加了
纪念王诤将军诞辰116周年活动。

布满青苔的木质展柜里，一
台泛黄的军用电台静静躺着。讲
解员说，1931年反“围剿”战斗中，
王将军正是用这种“铁喇叭”传递
情报。我踮起脚尖凑近听筒，仿
佛听见穿越时空的“嘀嘀嗒嗒”。

最有趣的当属模拟发报体验
区！我戴上皮质发报手套，跟着
屏幕提示按动电键。当“新华社”
三个字化作绿色电波，以摩尔斯
密码在电子屏上跳动时，我惊喜
地发现：这和科学课学过的二进
制编程原理好像呀！

临走前，我在留言墙贴上自
制的“未来通讯员”徽章。看着如
今家乡像银色蒲公英般遍布的5G
基站，我真想告诉王将军：您种下

的红色种子，正在我们心里长成
参天大树！
五（3）班 蒋雨萌 指导老师 朱小燕

陈列室里，王诤将军的老照
片和旧物件，历经岁月洗礼，显得
有些陈旧。讲解员说，在红军反

“围剿”时，敌人把红军围得死死
的，消息根本传不出去。关键时
刻，王诤将军竟从一堆报废的电
台里，“救活”了半部能用的电
台！这半部电台就像神奇的“顺
风耳”，让红军能够掌握敌人的动
向，也成了我军无线电通信的“开
山鼻祖”！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将军又
一头扎进电子工业和高科技领
域。面对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
他毫不退缩，带着团队搞研究、订
计划，让祖国科技不断进步。王
诤将军用一生的拼搏，才换来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一定要把
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
这种勇敢奋斗的精神永远传承下
去！
六（2）班 杨镒帆 指导老师 蒋丽琴

走进王诤将军故居，浓浓的
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最先看到的
是将军家曾用过的养蚕农具，再
往里走，便是他学习、吃饭的地方
——屋里的每处细节，都透着将
军的质朴与勤勉。走进陈列馆，
看了简介我才知道，王诤将军是
我国革命时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
开拓者！展厅里泛黄的电报机、
布满批注的作战图，还有几枚锈
迹斑斑的勋章，都在悄悄讲述着
将军“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
民”的故事。如果没有他，我国革
命时期的无线电通信技术或许就
不会那么快发展起来。

听说将军一生为事业奔波，
哪怕路过老家也顾不上回去看
看。这样的勇气和担当，多值得
我们学习啊！

六（3）班 赵金贺 指导老师 陆斌

丈量大地经纬勾勒山河新貌
孟河中学开展测绘主题科普活动

近期，常州市新北自然
资源和规划技术保障中心
联合常州公益助学联合会、
现代快报，为孟河中学师生
代表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科普实践之旅，此次活动
不仅揭开了测绘科技的神
秘面纱，更在青少年心中播
下了科学探索与爱国情怀
的种子。

我们跟随讲解员老师走进新北
自然资源和规划技术保障中心，这
座通体银灰的建筑像一幅摊开的立
体地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时
间轴，上面记录了人类测量珠穆朗
玛峰高度的历史，其中的一件仪器
就出自常州，这是我们常州的荣耀。

我们慢慢来到一排展示柜前，
柜中展示了从古到今的测绘文物，
远到古代，近到现代，全面展现了
古人及现代科学家的智慧。展示
柜的对面是一幅中国地图，旁边还
展示了容易被画错、缺失的区域。

往前走就是我最喜欢的沙盘
了，里面的沙子可以随意推动，低
一点就成了海洋，高一点就成了高
原，形态多变，不禁让我们感叹科
技的强大。

归途中，晚风吹过车窗，我握紧
笔记本，上面有还未干的字迹：“今
日所见，非止于奇观，更是责任。”

八（2）班 陈思含

进入保障中心的大门，热情的
工作人员便给我们递上无线讲解耳
机，方便接下来的参观。进入一个
拐角，历史上对珠峰的重大测绘记
录便映入眼帘，最吸睛的便是1975
年的测绘记录，那年陈永龄院士团
队攻坚克难，最终测出了8848.13米
的精确高度。我不由得想起了珠峰
简史中的一段话：“每一寸土地的测
绘都是民族精神的刻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不受侵
犯。这便是测绘事业的最高意义
——守护领土主权完整。讲解员
的声音像烙印一般始终萦绕在我
心中，看着精确的测绘地图，我不
由得发现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无
比珍贵。

这次旅程的终点是对现代和古
代测绘工具的对比，从罗盘象限仪
到水准仪，再到北斗卫星，科研工
作者正在引领着新中国科技的不
断发展。 八（2）班 王晨阳

踏入大厅的一刹那，动态中国
版图电子屏迸发的璀璨光影瞬间
吸引了我的目光。随着讲解老师
指尖灵巧滑动，屏幕上，昆仑山脉
如巨龙腾空，长江黄河似银绸蜿
蜒，鎏金色的国境线宛若坚韧的脊
梁，勾勒出祖国雄浑的轮廓。“这些
看似简单的线条，每一笔都镌刻着
测绘人的热血与坚守。”老师神情
肃穆，“从测绘先辈在珠穆朗玛峰巅
竖起冰镐般的觇标，到如今卫星以
纳米级精度扫描大地，守护版图完
整，就是守护民族的尊严。”当历朝
历代版图对比影像在穹顶缓缓铺
展，秦汉金戈铁马开疆拓土的壮阔、
明清烽火硝烟守卫山河的悲壮，都
化作无声的史诗，让我触摸到领土

完整对文明传承的磅礴力量。
转过回廊，时光长廊宛如一条

串联古今的时空隧道。战国时期
棱角分明的青铜矩尺、汉代木质记
里鼓车精巧的齿轮装置、元代简仪
上繁复精密的刻度纹路，每一件文
物都在诉说古人丈量大地的智慧；
而另一侧，无人机闪烁的探照灯、激
光雷达旋转的精密探头、实时跳动
的北斗卫星分布图，又彰显着当代
测绘的科技锋芒。“猜猜有多少颗卫
星在为我们导航？”讲解员老师神秘
一笑，轻点平板，星空穹顶顿时亮起
25个闪烁的光点。“25颗！”惊叹声此
起彼伏，那些悬浮的光点，仿佛是从
九天之上垂下的银线，编织着守护
中华大地的精密网络。

临别时分，工作人员赠送的手
绘地图集藏着惊喜彩蛋——除了
详尽的街巷脉络，每处古迹旁都配
有手绘插画和趣味典故。指尖划
过地图上标注的孟河名医故居，仿
佛能看见百年前的他们钻研医术
时的样子；触摸恐龙园的卡通图
标，又被拉回现代都市的繁华。原
来测绘不仅是丈量土地的科学，更
是书写城市记忆的诗行。

八（2）班 王杨新乐

踏入基地展厅，映入眼帘的是
一件件古朴的测绘仪器。它们安
静地躺在玻璃展柜中，仿佛在诉说
着测绘技术的沧桑变迁。讲解员
轻声细语地介绍着：“这是我国古代
的‘准星’，用于测量天体位置；这是
明代的‘浑天仪’，能够演示天体运
动。”我的目光被一件青铜器吸引，
那是一把刻有神秘符号的铜尺，岁
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我
不禁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工
具，丈量出了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
记录下了先人探索世界的脚步。

在现代测绘技术展示区，我的
目光被一架无人机吸引。讲解员
告诉我们，如今的测绘早已突破了
传统方式的局限，借助卫星遥感、无
人机航拍等技术，测绘精度达到了
毫米级别。“科技的发展，让人类对
世界的认知更加精准。”讲解员的话
语让我若有所思。测绘技术的进
步，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更
让人类对地球的认知更加深刻。

走出基地，我的内心久久不能
平静。测绘，这个看似枯燥的学
科，实则蕴含着无穷的魅力。它不
仅是技术的体现，更是人类探索精
神的象征。 八（2）班 孙子涵

当我们走进第一个展厅，我面
前呈现出珠穆朗玛峰顶端的图
片。我们随着讲解员的讲解，了解
到中国早在1960年就已登上珠穆
朗玛峰，这让我不禁感叹他们的勇

敢与坚持不懈的精神。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们登顶的次数越来越
多，珠峰的高度也越来越高，对于
珠峰高度的测量，少不了一件常州
制造的测量仪器，它在测量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在
复杂的地形测量方面，还是在精密
的数据采集方面，都展现出了极高
的精准度。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中国测绘技术的皇冠之
上，见证着中国测绘事业的发展与
进步。

来到了现代科技展区，不用讲
解员说我也知道北斗卫星的强大
与智能。我不经意间抬头望见那
卫星在不断运动，这时讲解员指着
我们面前的一块屏幕让我们看看
我们头顶上有多少颗卫星。随着
数字逐渐增多，“25颗？！”我们都不
可置信。这庞大的卫星系统是中
国科技发展的伟大成果，它覆盖全
球，精准定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支撑。

测绘技术，这一看似冰冷的技
术，却蕴含着无数人的热血与心
血。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我
们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它让我们
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更加珍惜脚
下的土地。 八（2）班 李寒

在测绘中心的大厅里，一幅巨
大的三维城市模型吸引了所有参
观同学的目光。工作人员告诉我
们，这不是普通的沙盘，而是由千
万个精确到厘米级的测绘数据构建
而成的数字孪生城市。随着他的手
指在屏幕上滑动，建筑的高度、道路
的宽度、绿地的面积都以数字的形
式清晰呈现。我突然意识到，原来
我们看到的城市景观，都是由这样
精确的数据支撑起来的。

在测绘仪器展示区，一台台精
密的设备让我们大开眼界。从传
统的全站仪到先进的无人机测绘
系统，技术的革新让测绘工作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作人员演
示了如何用无人机在短短几分钟
内完成大片区域的测绘工作，这让
我想起了课本上描述的古代“步量
天下”的艰辛。技术不仅改变了测
绘的方式，更重新定义了人们对空
间的认知维度。

最令我震撼的是数据应用展示
的场景。通过测绘数据与城市规划
的结合，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如
何通过数据分析来优化公交线路、
合理布局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我
突然明白，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城
市便利，背后都是测绘工作者用脚
步丈量、用数据说话的成果。他们
像城市的眼科医生，用精准的测量
为城市发展提供清晰的“视力”。

八（2）班 宋芷玥

追寻红色电波
赓续精神血脉
南宅实验学校参加江南燕·小记者百馆行活动

为缅怀开国中将、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奠基人王诤将军，中
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党史工作委员
会联合现代快报，组织武进区南宅实验学校40余名现代快报小
记者及学校党支部教师代表，来到位于武进区洛阳镇天井村的王
诤将军故居，通过实地探访、聆听英雄事迹，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行走的思政课”。▶小记者通过地图了解新北区的

布局规划

南宅实验学校师生代表参观王诤将军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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