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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上午，漯河日报社100余名
小记者前往正大漯河蛋鸡场参观。在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参观了蛋鸡养
殖、鸡蛋传送、鸡舍管理等，了解了现代
科学养殖技术。小记者们在学习知识的同
时，还对蛋鸡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进行了
采访。

当天上午 8 点，小记者们乘车前往
正大漯河蛋鸡场。在路上，漯河日报
社小记者部的工作人员向小记者们详
细介绍了蛋鸡场的具体情况、参观流
程及注意事项，并带领孩子们回顾了
新闻的六要素、采访礼仪、采访问题
设计等。

8点 30分，大家到达正大漯河蛋鸡
场，工作人员正忙碌地搬运鸡蛋。“大家看
这边，鸡蛋正在传送带上进行分级。我们
首先会按鸡蛋的大小进行分组，其次为鸡
蛋反复‘洗澡’，通过红外线杀菌消毒，然
后再进行涂油和干燥。这样大家拿到的就
是干净卫生的鸡蛋了。”蛋鸡场负责人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小记者们介绍生产线的情
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鸡蛋的生产全过
程，感觉非常神奇。鸡蛋的生产过程中
竟然有那么多道工序。”许慎中学二年级
的贾雨啸说。

“请问这里一共有多少只鸡？这么多鸡
蛋要多久才能捡完？”许慎中学二年级的谢
笑寒好奇地问。蛋鸡场负责人作出了解
答：“我们这里一共有30万只鸡，自动
化传送带随时都在捡蛋。”参观过程中，小
记者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并在蛋鸡
场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下，不停地记录了
解到的新知识。

在观看鸡蛋生产过程后，蛋鸡场工作
人员带领小记者们来到会议室，为他们讲
解了与鸡蛋相关的知识，并通过游戏为小
记者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课。

活动结束后，正大漯河蛋鸡场还向小
记者们赠送了鸡蛋以及其他小礼品。孩子
们纷纷表示，通过实地参观、采访，不仅
学到了新闻采访技巧，还学到了课堂里学
不到的知识。

小记者参观蛋鸡场

■见习记者 万天宇
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已经过去了将近一

个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我是小报
童”活动也已经开展了三周。7月23日下
午6点，在金山路丹尼斯门口，当漯河日
报社小记者部工作人员将卖报的技巧及注
意事项告诉小记者们后，小记者们纷纷领
取报纸，走上街头卖报。

“阿姨，我是漯河日报社的小记者，
我们在做卖报纸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我

们的《小记者报》，内容丰富多彩，您能
买一份吗？”8岁的小记者张含硕礼貌地对
一位女士说。这位女士爽快地买下一份报
纸，还夸赞道：“你真棒！”

首战告捷！张含硕接着卖出了第二
份、第三份……不到20分钟，他就卖完了
10份报纸。

9岁的小记者刘璐晨是一个腼腆的小
姑娘，第一次参加卖报活动的她，怕领多
了卖不完，仅领了3份报纸。当她成功卖

出第一份报纸，内心的热情被点燃，卖完
后又领了3次报纸，最后都卖完了。

活动开始前，第一次参加活动的几位
小记者家长表示担忧：“这么小的孩子能
卖出去报纸吗？”“应该把报纸的价格定低
些，这样好卖。”但是，看到平时内向腼
腆的孩子热情大方地向过往行人推销报纸
时，家长们的担忧消除了。一名家长不好
意思地说：“我低估了孩子的能力。孩子
平时虽然不爱说话，但遇见事儿时还真

行！卖报活动锻炼了孩子的能力和胆量，
真的很不错！”

小记者们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体会到父母挣钱的不易以及劳动的快
乐。

卖报活动提升了孩子们的表达能力、
组织能力、应变能力、理财能力及社会综
合实践能力。据悉，该活动贯穿整个暑
假，每周安排两至三场，请小记者及家长
及时关注活动时间与地点。

“我是小报童”活动火热进行中

■见习记者 刘净旖
7 月 13 日，由市教育局、

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漯河
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传承红色
精神 弘扬慈善文化”漯河市第
三届中小学生慈善征文大赛正
式启动，欢迎广大中小学生积
极参与。

参赛作品需紧紧围绕“传
承红色精神 弘扬慈善文化”的
主题，可结合建党百年之际老
党员以及各界爱国人士的革命
情怀谈思想感悟，也可根据身
边人爱国、爱党的先进事迹进
行创作，亦可结合身边人的各
种善举写心得体会，以弘扬红
色精神，传递向上、向善的正
能量，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慈善
精神、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浓
厚氛围。

大赛分为小学组、初中
组，小学组500字左右、初中
组800字左右；征文必须是原
创作品，体裁不限，题目自拟。

本次征文比赛时间为7月
13 日至 10 月 10 日。截稿后，
主办方将邀请中小学作文专
家、资深语文教师、专业编辑
等组成评审会评选获奖作品，

最终评选出小学组、初中组一
等奖各 5 名、二等奖各 8 名、
三等奖各 12名、优秀奖各 30
名。此外，还将评选出优秀辅
导老师奖20名、优秀组织单位
奖8个，颁发市级荣誉证书。参
赛作品获奖情况将于10月底在
《漯河日报》、漯河日报新媒体
及漯河慈善网上公布。对获得
一、二、三等奖的优秀作品，
市慈善总会将推荐参加全省评
选。

本次大赛每人递交参赛作
品数量不超过两篇。不接受纸
质版本投稿，参赛稿件须以
Word文档格式、通过电子信箱
附件方式投稿。投稿时请注明
参赛作品的名称及组别，并注
明作者姓名、学校、班级、联
系方式以及指导教师姓名和联
系方式。参赛稿件直接发送至
漯河日报小记者团邮箱：lh-
bxjzt@163.com， 也 可 添 加
15639585758微信传稿。

本次大赛不收取参赛者任
何费用。大赛组委会对全部参
赛作品具有使用权（包括用于
展览、出版物、媒体网络宣传
等）。

第三届中小学生
慈善征文大赛邀你参加

■文/图 见习记者 万天宇
“什么是新闻？”“怎样写新闻？”“如

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记者？”7月25日，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期待已久的“学习新闻
采访知识，提高写作能力”新闻写作课开
讲，百余名来自我市各学校的小记者参加
了此次新闻写作培训。

新闻写作课在新闻大厦三楼会议厅
举行，小记者们在这里收获了新闻采访

“秘籍”。采访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如
何进行采访？课堂上，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的“石头姐姐”对采访的过程进行
了详细讲解，还通过视频播放了其他小
记者采访的片段，让小记者们对采访有
了进一步认识，学到了不少采访技巧。
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听讲、积极思考，争
先恐后地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课堂气
氛活跃。

来自郾城小学的小记者李梓晨告诉
记者：“我今天知道了采访流程：采访前
要先列好采访提纲，采访时要先介绍自
己。我还知道了采访时要尊重对方，比
如刚才有个小记者在模拟采访时就没有
介绍自己，也没有看着对方，采访时语
气生硬。这样采访对象肯定会不高兴，
也会影响采访质量。”

“原来采访前要做很多准备，要深
入了解事件或人物背景，还要懂得相关
方面的专业知识。”……听完老师的讲
解，小记者们将重点内容一一记下，并
热烈讨论。在模拟采访环节，小记者们
踊跃上台，分组进行现场模拟采访。他
们很专注，仿佛已化身为一名真正的记
者。小记者们精彩的表现赢得了大家的
肯定，报告厅里不时响起掌声和欢笑
声。

学习新闻知识 提高写作能力

小记者们参观鲜鸡蛋装箱流水线。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摄

小记者新闻写作课现场。

■源汇区许慎小学四（3）班 张诗颖
上学路上，一阵奇怪的风吹来，我发

现身体越来越不灵活，扭头一看，身后的
外婆竟然变成了我的模样，而我却变成了
外婆的样子。原来，我昨晚许的愿竟然实
现了，我和外婆交换了年龄。

我很激动：“噢，终于不用上学了！”
我把外婆送进学校后，刚想跳起来欢呼，
却差点扭到腰。原来外婆的身体这么脆弱
啊！我急忙学着外婆平时的样子，小心翼
翼、慢吞吞地走回家。

表弟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我端了一
杯豆浆给他，表弟被打断了思路，不耐烦
地对我说：“我正在想问题呢，您快出

去！”说着便把我推出了房间，“砰”的一
声关上了门。我心想：“嘿！这小子怎么
这么没礼貌呢？我关心一下他都不行？现
在的孩子是怎么了……”

在家里闲着没事做，我便打算出门走
走，顺便缓和一下情绪。

我走出家门，在小区院子里散步。突
然，一个穿轮滑鞋的小朋友向我冲了过
来，我躲闪不及，和他撞了个满怀，我俩
都摔倒在地上。小朋友“噌”地一下就爬
了起来，我挣扎着却怎么也爬不起来。那个
小朋友和一位路过的人把我扶了起来。我回
到家，感到腰依然很疼。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场梦

啊！这时我想到了外婆，她的确已经老
了，手脚不灵便，生活起居就像我梦里经
历的那样，可真不容易。想到这些，我下
决心以后一定要加倍孝敬外婆！

我和外婆换年龄

■源汇区实验小学四（1）班
陆 放

今年早春，爷爷想在老家
的院子里搭一个绿色凉棚，一
是我们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
二是凉棚在夏季可以遮阳，三
是爷爷能体验到“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乐趣。

四月初，爷爷在花坛里种
下了 4棵葫芦苗、4棵丝瓜苗
和 10 棵黄瓜苗，这些小苗在
土地上摇头晃脑，在春风中跳
起了伦巴！爷爷乐呵呵的，经
常给小苗们浇水、施肥、除
草……每天一起床，爷爷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去花坛看看，摸
摸这棵，扶扶那棵。小苗们在
爷爷的呵护下茁壮成长。转眼
到了五月，小苗们摇身变成了
强壮的藤蔓。那些藤越抽越
长，爷爷就开始动手搭凉棚
了。

爷爷在竹园里砍了20根竹
子，用尼龙绳扎成架子，再用
钉子固定在花坛两边的墙上。
没过几天，那些藤就开始往架
子上爬。它们绕在竹子上，越
爬越高，最后爬到了棚顶；叶

子也越长越
茂盛，缀满
了 整 个 凉
棚。这时架
子就变成一
个绿色凉棚
啦！

六 月 ，
植物开花结
果了，那是爷爷最开心的时
候。小葫芦越长越大，一个个
从绿叶中探出脑袋。我在棚底
下数了一下，大大小小的葫芦
加起来共有 35 个！我掂了掂
其中最大的一个，好重啊，有
三四斤呢！丝瓜、黄瓜也陆续
成熟，成了我们餐桌上的美
味。爷爷高兴地说：“瞧，子
豪，这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你可要多吃点儿！”

现在已经接近八月，葫芦
有的已经成熟了，奶奶摘下葫
芦剖开，挖出葫芦籽，洗干净
放在太阳底下晒，然后放在微
波炉里烤，吃起来又香又脆。

现在我从老家回到城里，
很怀念凉棚下的时光。我爱老
家的绿色凉棚！

老家的绿色凉棚老家的绿色凉棚

■郾城区第二实验小学三
（2）班 李芷欣

在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里，有一滴快乐的小水滴。它
一会儿和小鱼捉迷藏，一会儿
给溪边的小草挠痒痒，一会儿
和小石子唱歌、跳舞……它一
路玩耍、欢笑着来到了入海口。

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小水
滴害怕了，赶忙躲在大石头后
面。听着汹涌的浪涛声，小水滴
不禁浑身发抖，低声哭泣起来。
大海听见了它的哭声，笑眯眯地
问：“小水滴，你为什么哭得这
么伤心呢？”

“因为我害怕，我不想进到
你的怀抱里。”小水滴回答。

“为什么？”大海疑惑不
解：“你来我的怀抱里，可以交
到成千上万的朋友。”

“不，我是清甜的水滴，而
你怀抱里的水滴又苦又涩，我不
想和它们成为朋友。再说，我还
有可能会被坏鱼给吞了呢！”

“别害怕。”大海慈爱地对小
水滴说，“你不到我的怀抱里看
一看，怎么会知道呢？”大海朝
小水滴伸出了手，一朵浪花卷
来，推着、拽着小水滴，流向大
海的怀抱……

小水滴放眼望去，大海真
大、真美啊！各种各样的鱼儿成
群结队，美丽的珊瑚把海底装扮
得五光十色……小水滴高兴地和
新朋友们跃出海面，看到了蓝天
下展翅低飞的海鸥、即将远行的
轮船，听到了海鸥的鸣叫声、轮
船的汽笛声。它一会儿和朋友们
冲上沙滩，抚摸着小朋友胖乎乎
的脚丫；一会儿拍击海岸，唱起
一首首欢乐的歌谣。

进入大海怀抱的小水滴，
不仅没有失去自我，反而得到
了更精彩的世界。

水滴和大海

■郾城区第三实验小学二（6）班
林嘉怡

我是个小画家。今天，我要给爸爸
画张像。

我用蜡笔画出一个大大的脸蛋、一双
炯炯有神的眼睛，还画上粗粗的眉毛、高
挺的鼻子、不大不小的嘴巴，再画高大的
身材。你瞧，“爸爸”在纸上对着我笑
呢！

爸爸总是耐心地为我答疑解惑。刚
开学不久，我有一道题不会做，便跑去
问爸爸：“4000×5=?这道题怎么做
啊？”爸爸解释说：“你先把‘4000’的
3个‘0’挡住，然后算‘4×5’等于
几，再把挡住的3个‘0’写下来，这道
题就解决啦！”我恍然大悟。

爸爸热爱运动。每天早上他都早早
起床跑步，周末还会约上几个好友一起
去打球。

爸爸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可我犯错
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瞪得圆圆的。他常
说：“子不教，父之过。”有一次，我拿了
妈妈两元钱到小卖部买零食吃，被爸爸逮
了个正着，他让我到门外罚站。“人要
脸，树要皮”，站在门口，被路人看见
了，真没面子。我只好在有人经过的时候
装作没带钥匙，轻轻地敲门。后来妈妈为

我求情，我才“重
返家园”。事后我
认真反省，明白了
一个道理：不能不
告诉父母就拿钱。
下次我可不能再犯
同样的错误啦！

学习上，爸爸
关心我；生活上，爸
爸关爱我；做人做
事上，爸爸教导我。

看，这就是我
可亲、可敬的爸爸！

爸爸的画像

■召陵区实验中学四（4）班 李程钰
我的妈妈身高1.78米，像电视上的模

特一样，与我们小区其他孩子的妈妈站在
一起，简直是“鹤立鸡群”。

小时候我总以妈妈的身高为荣。每当
妈妈把我抱起来时，我就有一种高高在上

的感觉，俯视身旁的小伙伴，心里充满了
自豪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
了高个子妈妈的弱点：其他妈妈虽然个子
相对较矮，但穿上得体的衣服，再配上高
跟鞋，个个都很时髦。我的高个子妈妈的
穿着、打扮反而和她们格格不入。

我不解地问妈妈：“您为什么不穿高跟
鞋呢？”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因为我长得太
高了！”我又继续追问：“那您为什么不买漂
亮的衣服穿？”妈妈愁眉苦脸地说：“不是我
不想买，而是买不到呀。”“买不到？怎么会
呢？我才不信呢！”我更疑惑了。

一个星期六，我缠着妈妈去服装市
场，想帮她挑一条连衣裙。逛了好久，总算
找到了几条加大码的，可妈妈一试穿，不是
裙身窄了，就是裙子短了，一件合身的都没
有，更别提好看的了。妈妈试穿得腰酸背
痛，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我不死心，裙子买不到，高跟鞋总
能买到吧。我满怀期待地把妈妈拉到鞋
店里，想帮她选一双漂亮的高跟鞋。可
妈妈把鞋店里的高跟鞋试了个遍，也没
有一双合脚的。倒是有几双平底鞋妈妈
能穿，可款式老旧，一点儿也不好看。
妈妈试了试，唉声叹气地摇了摇头，把
鞋子放回原位。

我这才体会到高个子妈妈的烦恼：不是
妈妈不爱美，而是她能选择的漂亮衣服和鞋
子太少了。

高个子妈妈有了烦恼，我是她的宝贝
女儿，可不能坐视不管。我暗下决心：一
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一名服装设计
师，为妈妈设计出漂亮的衣服、合脚的鞋
子，让她成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妈妈！也让
其他高个子妈妈穿上我设计的衣服和鞋
子，展示出自己靓丽的风采！

高个子妈妈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