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汇区嵩山路学校五（1）
班 刘梦婷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
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迎着
暖风，踩着春光，同学们一路吟
唱，迈进了崭新的校园。

我们看看这里、瞅瞅那里，
宽敞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一

排排高大的教学楼，气势恢宏；鲜艳的
墙壁、光亮的栏杆，就连脚下的泥土都
散发着清香，这里的一切深深地吸引着
我们。

“花木成畦手自栽。”在美丽的春
天，在这孕育绿色的日子里，我们要种
下愿望之树，把美好的心愿埋在清新的
泥土中，让它生根、展叶，绽放成瑰丽
的心愿之花。

拿着铁锹的同学威武地围成了一个
圈，小桂树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开
锨了——”，随着一声长长的号子，大
家你一锹、我一锹开始行动起来，挖出

的圆圆的树坑像大地的笑脸，欢迎小桂
树的到来。小桂树稳稳地站到了树坑中
间，是那么惬意，如同回到家里一样。

小桂树不会孤单，从今以后，同学
们都是它的玩伴、都是它的知己。在这
里，它将和我们一起成长，也许还会和
我们说说心里话呢！

我们把最美的心愿写在卡片上、装
在信封里，挂满树的枝头，它们自在地
飘荡在春风里。开满“心愿花”的桂树
是如此美丽。

我们唱歌、跳舞、合影留念。不
必刻意储存，因为在种下桂树的那一
刻，我们也种下永久的记忆。这是我
们的母校，我们挂帆远航的起点。当
我们振翅高飞时，这里的点点滴滴都
将成为我们的回忆。那时，我们怎会
忘记母校里桂树的样子？那时，它们
也会长成参天大树，把我们的愿望留
在春光里。

辅导老师：刘波涛

■源汇区嵩山路学校六（1）班
陈林泽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3月
12日是植树节，也是我校首届“春耕
节”，我和同学们化作春天的使者，活跃
在明媚的春光里。

同学们身着崭新的校服，抑制不住内
心的喜悦，将要和家长一起在新校园里
种下人生路途上第一株心愿树。

我们种下的是桂树。我喜欢十里飘
香的桂花，聆听着“蟾宫折桂”等神话
传说，憧憬自己将来能成为“桂林一
枝”。感谢老师，在这个孕育希望的特殊
日子里，给我们“心愿树”这特别的礼
物。

这时，几名同学和老师一起把树苗
抬了过来。女同学提来清清的水。我兴
奋不已，一铁锹下去，挖出满满一锹
土。我们很快挖出了一个圆圆的树坑。

“大力士”宋洛印“呼哧呼哧”地扛起
一棵树苗，我们赶快一起扶住，生怕摔

坏了“心愿树”。大家小心翼翼地把
树苗放进树坑里，踩实培根的土，
好像已经和小树约定好要一起成长
似的。

瞧！一、二年级的弟弟妹妹抱
着比自己个头还高的铁锹，也在认
真地挖树坑。清新的泥土被翻了出
来，渐渐地，树坑变大、变深，能装下
小树苗的树根了。树根稳稳地被同学们
埋进土里。他们手牵着手，围着小树唱
起了歌、跳起了舞。

种好了树，我们把心愿写在卡片
上，挂在树枝上。五颜六色的卡片装扮
着枝头，随风飘荡着，把我们的心愿也
带到了远方。

俗话说：“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
黄。”猛然觉得，蓬勃少年，不仅要种
树，更要懂得耕耘的意义，这才是我们
在“春耕节”里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辅导老师：刘波涛

春天里的愿望种下“心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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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汇区受降路小学四
（3）班 李昊睿

俗话说：“读书须用意，一
字值千金。”这句话真的不假，
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书，但其
中蕴含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
堪比千金贵重。

小时候我最不爱读书了，
一看到书就恨不得把它撕碎。
为此爸爸妈妈绞尽脑汁，想方
设法让我爱读书，可都没什么
用。爸爸妈妈连连叹气、无可
奈何。

直到上小学一年级时，我
闹出了一个笑话。一次，我随
手拿了一本书，翻开书本，看
到一个词：给予。我想：这个
词怎么读？念“gěi yǔ”吗？
于是我跑到客厅问爸爸：“爸

爸 ， 这 个 词 怎 么 读 ？ 是
‘gěi yǔ’吗？”爸爸乐了，拍
拍我的头，说：“傻儿子，这个

‘给’是个多音字，在这里念
‘jǐ’，三声。”我一听皱起了眉
头，喃喃自语道：“不对，应该
念‘gěi’吧？不行，我得问问
我的‘字典老师’。”说着便跑上
了楼。一翻字典我大跌眼镜：真
的是“jǐ yǔ”！我脸红了，心
想：“我应该好好读书，认识更
多的字。”

于是我让妈妈给我买了许
多书，从《童话故事》到《上
下五千年》，从《百科全解》到
《走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从
《动物百科》到沈石溪的动物小
说……

读书让人更优秀。这是我

在学习生活中领悟到的。
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作

文，要求写写黄山。回到家，
我想了半天也没有理出头绪。
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想起
不久前读过的一篇散文，这篇
散文启发了我，我挥笔很快
写完作文。第二天老师对我
的作文给予好评，我十分开
心。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读
书吧，让书香飘得更远！

辅导老师：柴春昱

读书让人更优秀

■本报记者 张腾飞
3 月 14 日，春光明媚，百花盛开。

在阵阵花香中，30 余名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来到本报新设立的小记者研学基
地——召陵区国防教育中心，参加一日
研学活动。在活动中，小记者们在体验

研学乐趣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独立生
活的能力，这一日的经历将成为他们难
忘的回忆。

早上6点，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的带
队老师早早来到集合点，并在家长微信群
里第一时间为家长解答相关问题。“这一
批小记者今年2月刚刚加入小记者团，这
也是他们首次参加活动，很多流程家长不
熟悉，我们在活动前两天就告知了家长详
细流程。”带队老师告诉记者。

同时，小记者部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做
好出行中的疫情防护、队伍组织、旅途互
动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到每一个细节，只
为孩子们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参与研学活
动。

上午8点，小记者到达位于召陵区邓
襄镇的小记者研学基地。在开营仪式和热
身活动后，小记者们在教官的带领下顺利
完成了多项简单的军事训练，成为合格的
基地“士兵”，他们将在没有家长陪伴的
情况下度过一天。

随后，小记者们先后完成了“带枪行
进”“坦克冲锋”“丘陵穿越”等项目，都
获得教官的好评。“孩子们纪律意识很
强，能够很好地配合教练完成训练任
务。”小记者研学基地的“海狼”教练告
诉记者。

吃过午饭，经过短暂的休整，小记者

们迎来了最为期待的“真人CS丛林作
战”。小记者们充分利用地形，隐蔽、卧
倒、偷袭、冲锋，各种战术动作让人身临
其境，场地上回荡着激烈的模拟枪声和冲
锋号。每一轮作战任务完成后，教官都会
带领大家进行交流和总结，引导大家感悟
此项活动所蕴含的道理，了解个体与团队
的协作方式，认识团队凝聚力对完成任务
的重要性。

下午4点，一天的研学任务顺利结
束。小记者们经过一天的训练，都很有
收获。他们并未因为任务结束就放松对
自己的要求，仅仅用了5分钟的时间就整
理好随身物品，顺利登车返程，超出了
带队老师的预期。“经过一天的军事化训
练，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尤其是在教
官的鼓励下大家一起完成各种任务，让
我认识到自己在团队中的独特价值。这
次军事化训练将对我以后的学习、生活
产生很大影响。”小记者陈正威告诉记
者。

“孩子是第一次参加小记者活动，我很
害怕他不能照顾好自己。活动结束接回孩
子后，了解到她有很多收获，我们也跟着
高兴。”小记者王丹青的家长说。王丹青
也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独自外出参加活
动，感觉很特别，期待以后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部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三月春光好 快乐去研学

小记者正在进行真人CS对战。 本报记者 杨东辉 摄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官方抖
音号开通啦！小记者的多彩瞬
间，在抖音里为你呈现。如果
家长们想要保留孩子们的精彩
时刻，小朋友想要看到自己的
闪亮瞬间，就请关注漯河日报
社小记者抖音号（lhrbxjz），了
解更多的内容吧！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清风阵阵梨花舞，暖日融融乳燕

鸣。一年好景从春始，政通人和有收
成。”3月12日下午，在位于嵩山路南段
的源汇区嵩山路学校新校址，该校小记
者站的小记者们在校园广场与学校师生
一同诵读诗歌，共同参与校园首届“春
耕节”暨校园植树活动。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学校首届
‘春耕节’启动仪式，也是今天整个活动
的第一阶段。”校园小记者刘梦婷告诉记
者，学校小记者站自该活动筹备以来就
关注着各种相关动态，为了记录这件在
新校址发生的“大事”，他们已提前进行
了全面了解并做好了采访准备。“除了以
我们的视角全程记录这次活动，我们还
会参与到接下来的‘春耕节’植树活动
中去。”刘梦婷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拿
出了自己在启动仪式中记录的采访笔
记，向记者介绍本次“春耕节”暨校园
植树活动的流程。

随着“春耕颂”主题演讲的结束，
大家期待已久的植树活动开始了。师生
一同来到教学楼东侧，这里摆放着很多
等待栽种的桂树苗。我们的小记者也第

一时间来到现场，向同学们讲述“月中
折桂”“蟾宫折桂”“桂林一枝”等成语
的含义，帮助同学们了解学校栽种桂树
的寓意。不仅如此，小记者们还和同学
们一同回忆与桂树有关的诗词、典故、
传说以及相关的中药知识，大家在不知
不觉中掌握了新知识，点燃了植树的热
情。

一切准备就绪后，植树活动正式启
动。小记者站的小记者们积极参与进
去，为桂树苗填土浇水，贡献自己的一
分力量。同时，他们还有一项任务，就
是采访本次植树活动的重要环节——挂
心愿卡。“我们了解到，同学们除了积极
参与植树，还提议在植树后挂上自己的
心愿卡，在此种下心中的希望。这是一
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刘梦婷说，她认为
这次活动最大意义就在于此，大家通过
参与植树活动，以挂心愿卡的形式表达

“珍惜时光，努力耕耘”的心愿，并希望
自己在这里更快成长。

“小记者确实有着更强的发现能
力，他们善于记录，善于找到有意义的
主题，这对提高写作能力有着积极的作
用。我们希望有更多学生可以加入小记

者团队，去发现、记录自己视角下的世
界。”源汇区嵩山路学校校长朱志强对校
园小记者在此次活动中的表现给予肯
定。他还表示，在校园这片沃土上，小

记者们如同满载希望的小树苗，师长们
不但期待树苗能够茁壮成长，也期待树
苗汇聚成林，成长为校园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

小记者 植树忙

植树现场。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3月13日，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联合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
政局开展了“爱心助农 体验采
摘”活动，小记者们在家长的陪
同下来到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黑龙潭镇坡杨村的三河源草莓
采摘园，体验采摘乐趣，同时解
决农户的燃眉之急。

“哇，好大的草莓！太诱人
了。”“又香又甜，真好吃。”走
进大棚里，红色草莓在绿叶的掩
映下若隐若现，散发着阵阵清
香，让人垂涎欲滴，惹得小记者
们发出阵阵惊叹，一些小记者禁
不住诱惑，把成熟的草莓直接放
进嘴里品尝起来。

除了采摘草莓，小记者们还
和家长一起在草莓棚外挖菠菜，
尽情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感受
劳动带来的快乐。“我们一家都
来了，让孩子亲近自然，在开心
玩乐的同时体会到果农的辛
苦。”许慎小学二（1）班刘翰翰
的爸爸刘安生说。

采摘完毕，小记者们积极参

与爱心助农活动。“这么好吃的
草莓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
如果卖不出去，农民伯伯会很伤
心的。”许慎小学二（1）班的宋
润田说，他们购买了不同品种的
草莓。回去后，他会发动更多的
亲戚朋友前来采摘草莓，尽力帮
助农户把草莓卖出去。

三河源草莓采摘园负责人张
蕾介绍说，他们共种植了9个大
棚的草莓，均为优良品种。目
前，大棚内的草莓已经到了采摘
季，每天能采摘二三百斤。“成
熟的草莓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烂
在地里，太可惜了，看着让人心
疼。”张蕾说，欢迎社会各界人
士前来采摘，并且采摘草莓可以
赠送菠菜。

当天，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财政局也组织志愿者来到现场采
摘草莓。“除了提供资金支持，
我们还可以帮助创业者解决各种
实际问题，开展不同形式的助农
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说。

体验采摘乐趣多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3月13日、14日，位于泰山

路北段的漯河市德泽陶瓷博物馆
显得格外热闹，200多名漯河日
报社的小记者分批来到这里，了
解历史文化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3月13日下午，小记者们佩
戴口罩、测量体温后，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有序进入博物馆。在
陶瓷器展厅，新石器时代的陶
器、夏商周时期的酒器、春秋战
国时期的陶器和春秋竹简以及汉
唐时期的精品陶瓷器……一件件
不同时期的文物令小记者们大开
眼界。在讲解员的讲解下，小记
者们了解了每件文物的来历和用
途，对古人的智慧纷纷表示赞
叹。

通过参观各具特色的展厅，

小记者们对我国的历史文化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每到一个展厅，
小记者们都会发出惊叹，这些珍
贵的文物使他们眼前一亮。在聆
听讲解员讲解的同时，一些小记
者还在本子上记录着。“这些文
物好神奇，很多我是第一次听
说，记录下来方便回家后讲给爸
爸妈妈听。”郾城小学一（1）班
的王子豪说。

“通过参观博物馆让孩子学
到了历史知识，比课本上来得直
观，很有意义。”小记者家长张
红说。

“活动可以提高小记者们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提高他们
的文物欣赏水平。展馆内展出的
与本地历史有关的文物，能增进
小记者们对家乡的了解。”该博
物馆馆长林平说。

博物馆里感受文化魅力

讲解员为小记者讲解历史文化知识。

小记者在采摘草莓。

3月13日，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组织小记者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黑龙潭镇坡杨村开展植树活动。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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