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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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团由漯河
日报社和市教育局联合发起成
立，每年通过举办200多场次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小记者在了解
家乡风土人情、发展变迁、传统
产业的同时，全面提升综合素
质，赢得了学校和家长的认可。
如今，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已经遍
布我市各中小学校。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有《漯
河日报》、《漯河日报·小记者
刊》、漯河日报小记者网、漯河
日报小记者官方微信、漯河发布
5个发布平台。

漯 河 日 报 社 小 记 者 部 在
2020 年征集研学基地的基础

上，现面向漯河市、河南省乃至
全国征集2021年度漯河日报社
小记者研学基地。

征集对象：
景区、书店、影城、休闲场

所、美食餐饮、民生服务、文化
艺术、科学教育、卫生医疗、交
通运输、品牌连锁机构、农家庄
园等。

联系地址：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市区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601室）

洽谈热线：
0395—3134517
17639595777
联系人：杨主任

漯河日报社征集
小记者研学基地

■文/图 见习记者 何 爽
6月15日下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团

在召陵区实验中学开展“百年峥嵘立潮
头 学习党员做先锋”——小记者采访优
秀党员教师活动。优秀党员教师与小记者
们“面对面”交流。

“老师，您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入
党的？入党的原因是什么呢？”活动现
场，小记者高梓雅率先对优秀党员教师袁
媛进行了提问。

“2011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
为我热爱我们的国家，我的家人也都是党
员，所以我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党员。这些
年，最令我骄傲的事情就是忠于党的教育
事业。”袁媛回答。袁媛是区级优秀教
师、区级师德先进个人，曾获漯河三八红
旗手称号。多年来，她经常利用节假日进
社区义务清扫。

“以后我也要当一名优秀的共产党
员，为国家做贡献。”小记者王梓涵说。

“张老师，您好！请问您对学校里
的其他年轻党员有哪些期望呢？”对于

小记者穆雨泽的提问，优秀党员教师张
三杰回答：“我希望这些年轻党员在思

想上，严守党的纪律；在工作中，以身
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我还希望他
们能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
理论水平，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

“同时，我希望小记者们能爱党、爱
国、爱家，努力学习，多读书，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长大后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
献。”张三杰说。

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几位优秀
党员教师用自己的经验与经历，生动地
为小记者们上了一节课。小记者们在笔
记本上认真记下优秀党员教师们的嘱托
和期望，并写下自己的感悟。

“今天听了几位优秀党员教师的事
迹，我感触良多，觉得老师们在生活
中和工作中都是先锋，做出了许多贡
献。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为
国家的建设出一份力。”小记者李嘉武
说。

对话优秀党员 汲取榜样力量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6月19日，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团联合

市应急管理局举行了“安全生产月之走进
企业探安全”活动。小记者们走进中储棉
漯河有限公司，学习了心肺复苏等急救知
识，参观了储棉仓库，观看了消防演练，
了解了企业所采取的安全措施。

“小朋友们，如果喉咙里卡了东西该
怎么办？你们听说过海姆立克急救法
吗？”活动一开始，市红十字会应急侠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向大家讲解了海姆立克
急救法和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并利用模
型进行示范。活动现场，志愿者对小记者
们进行互动教学，“手把手”地教孩子们
如何急救。小记者们踊跃参加，利用人体
模型亲自操作，进一步巩固了所学知识，
掌握了急救的基本技能。“这些急救知识
虽然看似简单，但在关键时刻能救命。”
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党从宇说。

随后，小记者们在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戴上安全帽，走进储棉仓库了解棉花
的相关专业知识，并观看消防演练。伴随

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一辆消防车呼啸而
来，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请注意！现在发
生紧急情况。请大家保持镇定，沿安全通
道有序撤离。”现场小记者们屏住呼吸，

对企业面对火灾时采取的迅速行动惊叹不
已。

在中储棉漯河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讲
解下，小记者们详细了解了企业为保证安

全生产所采取的措施。“原来，企业除了
生产之外，还有这么多安全工作要做。今
天我才知道，安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么
重要。”小记者沈子钰说。

最后，小记者们观看了防溺水宣传
片。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们表示收获满
满。“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很实用。回去之后，除了将此次经历写成
作文之外，我还要把学到的急救知识教给
小伙伴和家人，让他们也掌握这些急救知
识。”小记者池杺城说。

“通过走进企业实地参观，小记者们
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增强安
全意识，时时刻刻重视安全；通过学习安
全知识，小记者们能当安全宣传员和安全
小使者，把安全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6月是
全国第二十个“安全生产月”。接下来，
他们将走进3515工厂、中裕燃气有限公
司等企业，普及安全知识，切实增强大家
的安全意识。

普及安全知识 提升急救能力

■见习记者 万天宇
“我乃大唐李太白，你可愿随我仗剑

走天涯？你可愿随我举杯邀明月？”6月
19日下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团十余名
学生参加了“远方文学，如何学好语文”
公开课。课上，远方文学的老师为小记者
们生动地讲解了多首古诗词的含义及诗仙
李白、诗圣杜甫等伟大诗人的故事，让大

家感受古代文学的魅力。
“同学们，大家知道李白字什么吗？这

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心情？”小记者们在
教室里安静地听老师讲课，了解古代诗人
的字、号及写作特点。在老师的讲解下，
大家了解了多首古诗词的含义。一句句诗
词，向小记者们展示了古代文学的魅力。

小记者余初夏告诉记者，这是其第一

次听课堂外的语文课，意义非凡，回家要
把新学到的诗词好好背一背。余初夏的妈
妈说：“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让孩子学
到了课本上没有的诗词，对孩子写作文有
非常大的帮助。”

远方文学负责人还向小记者们提了
许多关于小学阶段学好语文的建议，告
诉他们要养成广泛阅读、坚持阅读的好

习惯。“每天读书在精不在多，切不可一
曝十寒。要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风格
和追求进行阅读。这样能把文章的中心
思想理解准、理解深、理解透。”该名负
责人说。

课程结束后，小记者们表示收获颇
丰，深刻体会到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以
后要多读书，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感受古代文学魅力

■漯河小学四（7）班
沈小岚

期盼已久的假期迈着欢快的脚步
朝我“走”来。在大人们的带领下，我
和伙伴们来到农场游玩。

从市区出发，行进大约3公里，我
们来到了黑龙潭镇。那乡间公路弯弯曲
曲；路边的小白菊像少女般亭亭玉立，
向人们展示自己最美的一面。我们一路
上欢声笑语，大约20分钟后就到达了农
场。

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上
嵌着的几个金色大字——金秋十月。大
门对面是一片桃园，一棵棵桃树的树枝
上长满了小桃子，小桃子外面裹着一层
白绒绒的毛，真讨人喜欢。大门两侧种
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有月季、芍药……
颜色各异，簇拥在一起，美丽极了。我
感觉像是进入了仙境。

走进农场，我们几个小孩子就欢呼
着直奔游乐场，有的滑滑梯，有的荡秋
千，还有的骑自行车……最有趣的就是
骑自行车了！这种自行车可以4个人一
起坐在上面，我在别处没有见过，真是
太好玩儿了！

往农场里面走去，只见一只只大白
鹅，伸着长长的脖子，摆出一副高傲的
姿态，悠然地在草地上踱步，似乎在向
人宣告：它们是高贵的“白雪公主”。小
鸭子也在开心地玩耍，但只要鹅一接

近，小鸭子就会躲得远远的，生怕白鹅
过去咬它一口。

向里面走去，就可以看到一个大鱼
塘。鱼塘里有数不清的金鱼在欢快地
游来游去，有的甚至跃出水面，生机勃
勃。

顺着小路向里走，就能看见一只只
可爱的羊。它们一看到我们手里的青
草，就争先恐后地跑来抢着吃。棚子
的一角有一只毛茸茸的小羊乖乖地站
在那里，不争不抢。这引起了我的注
意，我好想过去抱抱它呀！后来经过
农场主的同意，我如愿以偿地抱到了
小羊。我拿起一片叶子喂它，小羊开
心地吃了起来，还朝着我“咩、咩”
地叫了两声，又用头轻轻地蹭一下我
的脸，像一个撒娇的孩子，真叫人喜
爱呀！

到了中午，我们在农场里吃了饭。这
顿丰盛的饭菜是在我们玩耍的时候，由爸
爸、妈妈和叔叔、阿姨们亲自采摘的食材
制作而成的。他们告诉我，这些是纯天
然、无公害的蔬菜。我和伙伴们各自尝了
一口后，就像小羊一样争先恐后地吃了起
来。

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时间，也来这
里游玩吧！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清新，
吃的、玩的应有尽有，真是一个世外桃
源呀！

辅导老师：张二春

农场游记

■召陵区许慎中学三（1）班
杨艺晨

我有一个可爱的弟弟。他的
个子差不多和洗衣机一样高，皮
肤白白的，头发短短的，有一双
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有一张能说
会道的小嘴。他每天总有问不完
的问题，所以，我给他起了一个
绰号——“小问号”。

一天，我放学回到家，一进
门就听见弟弟在抱怨：“作业是
谁发明的呀？他为什么要发明作
业呀？还嫌我们上学不够累吗？”

我对弟弟说：“一天上的课

只学了一遍，如果不复习，就很
容易忘掉。写作业是为了帮助我
们更好地复习呀！”弟弟听了我
的话，终于不再抱怨了，安安静
静地写作业去了，家里也安静了
下来。

也许是因为弟弟对什么都充
满好奇的特点，他的学习成绩一
直很好。因为老师讲的，他只要
听不懂，就会问老师。这也是我
要向他学习的地方。

怎么样？我的弟弟是不是一
个可爱的“小问号”呀？

辅导老师：杨小玲

小问号弟弟

■市实验小学六（1）班
杨睿南

我站在白云山路沙河大桥上，俯视着
波光粼粼的河面，看着河流缓缓流向远
方。回过神来，我的思绪又飘到了那次银
滩儿童乐园的灯光秀。

那天晚上，爸爸驱车带我们前往银滩
儿童乐园观赏灯光秀。当时的夜空被灯光

照得很亮。灯光如同
黑夜里的彩色精灵，
忽闪忽闪，晃得人睁
不开眼。但是仔细观
察，你会发现它是在

跟 随 音 乐 节 奏 闪
烁。慢慢
地，你便
会陶醉其
中。

结束
了对灯光
秀的美好
回忆，我

不禁又想起了在银滩儿童乐园里玩耍的快
乐时光。

进入银滩儿童乐园，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只巨大的红色八爪章鱼滑梯，八条触
手像八条赤红色的巨龙。我有些迫不及
待，连忙钻进去。站在滑梯最上面，远眺
这座城市，可以清晰地看见河流静静地流
淌着，在阳光的照耀下像蜿蜒爬行的银
色巨蟒。再往远处看，可以看到一排排整
齐高大的楼房，它们像一个个士兵守护着
这座美丽的城市。收回目光，我坐着滑梯
一溜烟儿地滑了下去。

除了大章鱼滑梯，我还玩了爬爬网、
蹦蹦床等有趣的游乐项目，玩得不亦乐
乎。

我站在桥上，想着漯河新建设的论语
广场、桃花广场等景点，不由得赞叹：

“漯河的天越来越蓝了，漯河的水越来越
清了，漯河的景越来越美了，漯河的人越
来越幸福了。”

我爱漯河，这里风光好！
辅导老师：赵秋菊

这里风光好

■郾城区许洼小学二（4）班
张清岚

星期天做作业的时候，我发
现自己的作文本不够用了，就对
妈妈说：“妈妈，可以帮我买几
本作文本吗？”妈妈停下手里的
活儿，和蔼地对我说：“我很
忙，给你钱，你自己去买吧。”
我接过钱，开心地向文具店跑
去。

来到文具店，我被琳琅满目
的文具吸引了，东看看，西瞧
瞧，眼睛都快不够用了。售货员
阿姨走过来热情地问：“小朋
友，你想要什么文具呀？”我赶
紧把目光收回，转向作文本：

“阿姨，那本粉红色的作文本多
少钱？”

“这是红日作文本，不但价
格实惠，而且页面很大，一页能
写400个字，纸张质量也很好。
一本2元钱。”阿姨微笑着递过来
一本作文本。

我仔细地看了看手里的作文
本，觉得不错，就对阿姨说：

“阿姨，这种本子还真不错，我
很喜欢，给我拿3本吧！”我边说
边递给阿姨10元钱。

“3本共6元钱。你给了我10
元，我找你4元。”我接过钱，对
阿姨说：“谢谢您！下次我还来
这里买文具。”阿姨高兴地说：

“好的，下次再来，我给你优
惠。”

我拿着精心挑选的作文本，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买文具

■郾城区实验小学三（1）班
张 栩

我非常想学打羽毛球！每当
在操场上看到同学们打羽毛球，
我就羡慕极了。

于是，我从家里拿来羽毛球
和球拍，和姐姐到广场学打羽毛
球。姐姐先用球拍将羽毛球打给
我，虽然我想把球拍回到姐姐那
边，可球却不争气地掉在了地
上。我非常不服气地说：“我明
明可以把球接住！再来一次，这
次我要发球。”

我用力地把球打过去，姐姐
把球打过来后我又没接住。连续
好几次都是这样。我叹了一口
气：“看来，打羽毛球真的不太

好学。我真笨，怎么都学不会！
算了，我不学了！”

姐姐跑过来对我说：“别这
样。我以前也不会，可现在不也
学会了吗。你要坚持练习才可
以。”听了姐姐的话，我改变了
主意：“对！我一定能学会！”

姐姐高兴地说：“你先一个人
打。”“啊？自己怎么打呀？”我惊
讶地问。“你可以先对着墙练
习。”姐姐说。于是我开始对着墙
练习，练着练着，我找到感觉
了，就和姐姐对打起来。就这
样，我终于学会了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原来也不是那么
难，只要坚持练习，就一定能学
会。

学打羽毛球

小记者们采访优秀党员教师。

小记者们在中储棉漯河有限公司观看安全教育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