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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腾飞
好久不见。
经过一个寒假和一个暑假的

时间跨度，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
的各位老师带着满满的期待，对
即将在活动中见面的小记者们送
上暖暖的问候。伴随这声问候，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各类精彩活动
也将全面启动。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以来，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部本着“绝对安全，保证体
验”的原则，已经在防疫措施严
格的定点场所陆续开展了多项活
动，旨在探索疫情防控背景下小
记者参与活动的最佳方式，总结
特殊情况下的活动经验，并得到
了很多活动参与者的认可。

正是根据近期活动经验，小
记者部逐步完善并形成了适合当
前情况的活动组织方案，为全面
开启各类活动做好了准备。从9月
下旬开始，小记者部将会相继为

小记者推送社会实践活动报名程
序。同时，为保证小记者活动的
安全开展，相关参与细则也会更
新，希望大家报名预约时能够认
真了解相关细则内容。

“我们能感受到小记者们对活
动全面恢复的期待，我们也在加
快行动的步伐。在此，我们再次
感谢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们的耐心
等待，以及诸位家长对活动受客
观因素影响而暂停的理解。”小记
者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暂停
的时间里，小记者们与小记者部
的联系并没有减少，双方互动也
更加频繁，证明大家对小记者工
作的倾力帮助和支持，以及对全
面重启活动的期待。也正是感受
到了大家的支持、理解以及期
待，小记者部将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全力打造更多优质活动，为小
记者们提供精彩的课外社会实践
内容，帮小记者拓宽成长视野，
延展成长空间。

小记者活动将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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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腾飞
“油漆匠波普先生总是憧

憬着和极地有关的一切。有一
天，他竟然真的收到一只从南
极寄来的企鹅——库克上校。
很快，波普家的企鹅增加到了
12 只，它们给波普一家带来无
限快乐的同时，也让他们陷入
空前的经济危机。波普先生能
想出好办法化解危机吗？他的
梦想在现实中又会有怎样的归
宿呢？”在第四期小记者荐书
会中，小记者陈祥宇给广大喜
爱读书的小朋友们推荐了 《波
普先生的企鹅》 一书，与大家
一起分享主人公波普先生实现
梦想的故事。

波普先生是一位油漆匠，
他乐于听冒险故事，每周都从
广播上收听南极探险家的精彩
故事。后来因为热爱冒险节
目，给探险家写信，收到了探
险家寄来的礼物——企鹅。波
普一家齐心协力给企鹅打造家
园，还给企鹅“库克上校”寻
来一位配偶，和睦的企鹅一家
诞生了10只小企鹅。

在经济上渐渐捉襟见肘的
波普一家想出企鹅表演的主
意。企鹅表演迎来人们的一致
好评，还签下合同去剧院表
演。探险家回来听说此事后，

邀请波普一起去探险，还要给
企鹅拍摄纪录片，然后带企鹅
去北极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安
家。

“这是一本创作于 1938 年
的 小 说 ， 由 美 国 作 家 理 查
德·阿特沃特和弗洛伦斯·阿
特沃特创作，曾获得纽伯瑞儿
童文学奖，出版80年来一直深
受 读 者 欢 迎 。” 陈 祥 宇 介 绍
说，这本书共 20 章 4 万多字，
读来相对轻松，书中故事极富
想象力，语言幽默诙谐，让人
忍俊不禁。他表示，在第一次
读的时候，他只觉得“南极”

“企鹅”等元素最吸引人，后
来再次阅读，他就欲罢不能
了，因为细节描写很精彩，镜
头感十足，被企鹅“萌”翻
了。书中人物行为表现出的性
格特点也很动人，读的时候很
容易为波普先生对企鹅的爱而
动容。

除 了 喜 爱 书 中 的 文 字 描
写，“阅读本书也是一次神奇
之旅，这是非常有趣的。”这
是陈祥宇推荐本书的另一个理
由。他认为，企鹅作为宠物，
本就是一个神奇的构思，跟随
故事情节推进，读者会把企鹅
们当作自己的伙伴，和它们共
赴一次神奇之旅。

“小记者荐书会”推荐书目：
《波普先生的企鹅》

■小记者 陈祥宇
暑假期间，我在家读了

《波普先生的企鹅》 一书。在
书中，我认识了居住在静水小
镇的油漆匠波普先生和他的家
人，还了解了发生在他们身上
的故事。

波普先生是一个梦想家，
他对遥远的南极充满憧憬，尤
其希望能够去极地进行一次探
险。于是，他给一位在南极的
探险家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
些建议。之后，那位探险家给
他寄了一份神秘的礼物——一
只企鹅。波普先生给它取名为

“库克上校”，非常精心地照顾
着它。

有一天，“库克上校”突
然生病了，波普先生面对这样

的情况显得很无助，只得求助
于水族馆。没想到的是，馆长
给他回复的“答案”竟是另一只
企鹅——“葛蕾塔女士”。在得
到帮助后，“库克上校”和“葛蕾
塔女士”朝夕相处，成为伴侣。
很快，这个企鹅家庭里又增添
了10只小企鹅宝宝。这些小家
伙给波普一家带来无尽快乐的
同时，每日递增的巨大开销也
让波普一家伤脑筋。

无意间，他们发现这群企
鹅竟然是天生的表演家。为了
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波普先生
在马戏团的帮助下带着企鹅们
去剧院表演，波普太太还成为
它们的乐师。在一家人的默契
配合下，“波普演艺企鹅”红
遍美国东西海岸，这也给波普
一家带来巨额收益。

随着天气变暖，这群企鹅
有些无所适从。最后，善良的

波普先生为他们找到了一处特
别的归宿——北极。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既生
动又有趣。我喜欢企鹅的可
爱，也佩服波普先生的执着和
无私。波普先生追求自己的梦
想，为此付出很多努力；他也
非常乐观，虽然自己没有钱，
还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也要
想尽一切办法去做自己喜欢的
事；他还很善良，对待企鹅就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并没有因
为自己的私利而无视企鹅的健
康和快乐，而是让它们回到最
适合它们生活的环境中去。

这本书让我懂得，人要有
梦想并努力去实现。我会给自
己树立梦想与目标，即便以后
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
难，也不会轻易放弃。我要以
梦想为驱动自己的力量，成为
一个有担当的人。

《波普先生的企鹅》读后感

■本报记者 张腾飞
9月12日傍晚，乘着微微清

凉的风，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云
游沙澧”活动的直播镜头来到了
幸福渠畔。小记者部的老师带领
小记者游览幸福渠夜色，感受秋
夜的渠畔美景。同时，活动以

“难忘的幸福时光”作为话题，
增强互动性。

“大家好，这是我们小记者
‘云游沙澧’系列活动第一次以
夜游的形式进行直播。通过镜
头，我们将带领小记者感受这座
城市不同时刻的美丽风光。本次
夜间游览行程大概为3公里，镜
头将以交通路和淞江路交叉口为
起点，沿着幸福渠向西而行，到
祁山路与淞江路交叉口后结束。
这一段幸福渠被定位为‘滨水宜
居区段’，该区段以滨水广场、
生态岛屿、亲水平台、戏水空间
为主要设计内容，塑造开放、自
由、灵动的滨水景观游憩场所，
起到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作用，
功能主要以休闲、健身、文化、
娱乐为主。”跟随讲解老师的脚
步，直播镜头首先来到幸福渠一
处重要“转折点”——淞江湖。

“幸福渠在这里转了一个弯，改
道顺着交通路向北延伸而去。按
照规划，幸福渠将会顺着交通路
东、西两侧绿化带延伸至牡丹江
路，再由牡丹江路下穿京广铁路
南侧涵洞，与龙江生态城水系衔
接。”在此处，讲解老师配合广
角镜头，给“云端”的小记者们
展示淞江湖全景，并沿着湖畔讲
解幸福渠流经此处后的走向。

“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
附近市民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讲解老师的声音，我们的直
播镜头掠过小型广场、湖中栈

道、休憩凉亭、绿树草坪等景
观。在这秋天的傍晚，沐着微微
秋风，昆虫鸣唱中，老人遛弯、
孩子嬉戏、情侣散步……一幕幕
美好画面在镜头中汇集，也唤起
了小记者心中对幸福时光的记
忆，他们纷纷在直播间留言，与
讲解老师进行话题互动。

“跟着爸爸妈妈去散步，我
们一起走着聊着，我觉得最幸
福。”小记者方岚旖率先在直播
间留言。紧接着，观看直播的小
记者们活跃起来。“和小伙伴们
一起在晚饭后玩轮滑。”“这个夏
天在幸福渠边捉小虫子的时光最
难忘。”“暑假跟着哥哥在会展中
心摆了地摊。”“陪着爷爷奶奶看
电 视 ， 听 他 们 讲 以 前 的 故
事。”……在这个平台中，小记
者们虽互不相识，却积极互动，
分享属于自己的幸福记忆。

互动过程中，“云游”的步
伐并没有停止，一直向西而行，
经过泰山路、黄山路，到了幸福
湖景观点。这个景观点是“滨水
宜居区段”的核心景观，很多市
民在此处驻足赏景。“该区域水
面加宽，周边设计亲水步道、平
台、广场等人流集散空间，在广
场及局部水面还增加戏水、亲水
设施。”讲解老师将此次景观的
特点进行了介绍，并以附近水系
灯光的设计特点为拓展知识，为
小记者介绍了该区段各种灯光景
观的特色，让他们通过镜头感受
幸福渠夜景的不同魅力。

离开幸福湖，直播镜头继续
向西推进，观赏了滨水的景观
石、花草，走过了赏鱼看荷的水
上栈道，直至祁山路东侧，这里
也是本次云游活动的终点。讲解
老师在此处对本次活动做了回

顾，并梳理游览过程，推荐给小
记者。作为练习写作的素材，

“每期活动的内容都是讲解老师
精心准备而成，是很好的写作参
考内容。活动结束后，我们会将
讲解文本再作修改，供小记者作
为学习参考。”

不断拓展知识，让小记者在
云游的过程中进行发散思维、勤
于思考，是“云游沙澧”系列活
动的主旨。在直播镜头不断向终
点推进的过程中，讲解老师给参
与云游活动的小记者们准备了一
个问题：“你理解的幸福是怎样
的？”这个问题也是本次活动精
心设计的一个环节，并且与活动

话题有一定关联性。“本次活动
为小记者设计了‘难忘的幸福时
光’互动话题，目的就是希望小
记者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中，一边
游览，一边通过互动回忆自己经
历的难忘时光，引导他们慢慢
发现身边的幸福，从而理解幸
福，更珍惜当下的生活。”讲解
老师介绍说，给小记者们提出
这个问题，并不是当作活动后
的“作业”，而是希望能够对他
们有所启发。

面对老师提出的问题，思维
活跃且善于表达的小记者们不断
通过留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解
老师也选出一些精彩留言，通过

直播分享给大家。而这些留言在
活动结束后，也会由讲解老师进
行整理修改，形成一份特别的作
品，分享给更多小记者。

“今天我们走过的这段区域
只是幸福渠的一部分。从我们今
天活动结束的地方向西还有诸多
人文景观，如位于井冈山路至太
行山路段的‘商桥印象’，周边
有古典园林景观元素的应用。小
记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到那里欣
赏景观，别有一番韵味。”云游
活动的最后，讲解老师对幸福渠
继续向西的主要景观做了简短介
绍，并与小记者约定下次云游直
播再见。

赏渠畔夜色 忆幸福时光
——小记者“云游沙澧”系列活动走近幸福渠

■本报记者 孙 震
漯河日报教育综合体巢源古

筝优秀学员蔡司晨今年 10 岁，
是市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
学习古筝两年。

虽然她学习古筝时间不长，
却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刻苦，取得
斐然成绩：2019年8月，她以优
异的成绩通过古筝三级和音乐基
础知识一级的考级考试；在2020
年中国教育电视台少儿国学春晚
活动中，参演 《盛世国乐》，获
得少儿春晚金奖。

蔡司晨说，想要弹好古筝，
最基础的就是要多练，虽然过程
很辛苦、很枯燥，但在巢源老师
和家人的鼓励下，最终自己还是
坚持下来。也正是源于这份坚持

不懈的努力，才让她有机会站在
更大的舞台上尽情演奏。“家里
人知道我去北京参加中国教育电
视台少儿国学春晚演出时，都为
我感到高兴。古筝是民族乐器，
这次演出经历让我对学古筝有了
全新的认识，希望今后我能有更
多机会参加这么高大上的活动，
展示我们的国粹艺术。”蔡司晨
说。

在巢源老师的眼中，蔡司晨
是一个乖巧的学生，练习古筝仅
两年，平时话不多，却很好学，
而且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这和
家长平时的良好教育有关系。作
为老师，我见过很多家长因为各
种各样的原因让孩子学习音乐，
过程也许枯燥无味，但不可否

认，音乐可以提升孩子的内涵，
塑造他们非凡的气质。以蔡司晨
来说，学古筝是个漫长的过程，
繁复的指法、多声部的乐曲，想
弹得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
时，学古筝免不了要面临各种考
试，参加比赛或音乐活动。这些
弹奏的经验会磨炼孩子的心理素
质，让他们不怯场、从容自若，
表演过后的掌声，还可以进一步
培育孩子的自信心。蔡司晨是一
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我期待她
的努力会让她拥有更美好的未
来。”

此次站上中国教育电视台
2020全国少儿国学春晚的舞台演
出，对于蔡司晨而言，亦是一次
难忘的成长经历。她兴奋地回忆

道，刚上台的时候，自己特别紧
张，后来，她抬头看到了站在下
面为自己加油鼓劲的老师，一下
子有了信心和勇气，找回从容淡
定的状态后，后面弹起来就顺畅
多了。

蔡司晨不仅仅在学习古筝的
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她在
学校还是个刻苦努力的学生，在
生活中乖巧懂事。祝她在以后成
长的道路上不忘初心，勇于追
梦。

勇于追梦的古筝女孩
——记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优秀学员蔡司晨

蔡司晨家长供图蔡司晨家长供图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
背着小书包？’”相信很多小记者
都听过这首《上学歌》，这首歌的
歌词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呢？

是的，就是拟人修辞手法。
今天，小记者写作训练课将带领
大家初步认识以及学习拟人修辞。

拟人的基础知识

拟人就是赋予事物人的特
征，让事物像人一样活动，有思
想、有感情、能说话。

拟人手法有什么好处呢？拟
人化的写法，既能淋漓尽致地写
出某事物的某个特点，又可以使
文章更加生动形象，让读者感到
所描写的物体更活泼、亲近。比
如说，“花儿笑红了脸”，既形象
地写出了花儿红艳艳的特点，又
显得花儿富有趣味、活泼动人。

拟人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把非生物拟人化，如杨
朔 《金字塔夜月》 中的“月亮一
露面，满天的星星惊散了”。

二是把生物拟人化，如鲁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油
蛉在这儿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
琴”。

拟人句举例赏析

“阳春三月，沉睡了一冬的银
梨树被蒙蒙细雨淋醒。它脱下破
旧的外衣，开始了新的生活；它
贪婪地吮吸着春天那清新、甜润
的露珠，慢慢地长出逗人喜爱的
嫩枝绿叶。”马克·吐温运用了拟
人修辞，赋予银梨树拟人化的动
作——“沉睡了一冬”“被蒙蒙细
雨淋醒”“脱下破旧的外衣”“贪
婪地吮吸”，生动地写出了春天的
银梨树充满生机的样子，让读者
觉得作者笔下的银梨树活泼、亲
切。如果只是写“春天来了，银
梨树又长出了绿叶”这样的句
子，既不具体又不优美，也缺乏
感染力。

如何写拟人句

那小记者们在日常的写作中
该怎样写出好的拟人句呢？小记
者写作训练课为大家准备了一些
较为容易掌握的方法，供大家参
考学习。

第一步，选择一个你最熟悉
的景物，确定它的某一个特点。
比如说，描写玫瑰花，写出它娇
嫩美丽的特点。

第二步，赋予这个景物人的
动作、语言、神态和情感，可以
只写其中的一方面，也可以综合
描写多个方面。下面本期训练课
就以玫瑰花为例，赋予玫瑰花拟
人化的动作、神态和语言。比
如：“清晨，红玫瑰欣欣然睁开了
惺忪的睡眼，轻轻打了一个哈
欠，舒展着柔软的腰肢。它凝视
着冉冉升起的旭日，不禁笑红了
脸，仿佛在说：‘太阳先生，早上
好啊。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呢！’”

就这样，一个拟人句诞生
了。拟人手法会让事物更加生
动、有趣。所以，状物的时候，
可以多使用拟人手法，这样才能
让作文的描写更有趣味。

本期，拟人修辞我们就先学
到这里。我们也给小记者们布置
一个练笔题目：选择大自然里的
一种事物，这种事物可以是有生
命的，也可以是没有生命的，写
一个拟人句，表现出它的某一个
特点。

张腾飞 整理

作文生动有技巧
拟人修辞来助力

幸福渠夜景。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摄

■小记者写作训练课

本书作者理查德·阿特沃特1892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并
在那里完成了学业。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段军旅生涯
后，他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希腊文，并跟弗洛伦斯结婚。后来，
他成为一名报纸专栏作家。有一次，理查德与两个女儿一起观赏
了一部关于极地的影片，这部影片触发了他写《波普先生的企
鹅》一书的灵感。没想到书稿还未完成，理查德便一病不起。他
的妻子弗洛伦斯接手了他的工作，并使这本书于1938年得以正
式出版。1939年，该书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