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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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素 质 得 到 全
面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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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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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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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日报社广告部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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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
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政策信息
投诉建议

新闻监督热线新闻监督热线

13939500232
1393802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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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2022年9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谭艺君 校对：汤 谦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小 记 者小 记 者

小记者 秀风采
大家好！我叫刘佳贝，今年 9

岁，是召陵区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
我的个子挺高、身材微胖。我扎

着一个马尾辫，圆圆的脸上长着又黑
又浓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像黑宝石，
高高的鼻子下有一张樱桃般的嘴巴。

我爱好画画，还是个小书迷。一
次，我正在看书时，邻居家的小朋友
喊我下楼去玩。我沉醉于书中的故
事，竟然没听到她的喊声。正在睡午
觉的爸爸过来说：“小朋友喊你下楼
去玩，我都被吵醒了，你还没听
见?”我说：“我真的没听见。”爸爸
摸着我的头说：“你真是个小书迷。”

我爱唱歌、爱笑，在课堂上爱回
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当然我也有缺
点：作业写得慢、马虎……

这就是我，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
孩。

本报讯 （记者 张 玲 玲） 9 月 12
日，记者获悉，为了在中小学生中开展
慈善教育，传播慈善文化，提升中小学
生的慈善意识，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参与
慈善事业的浓厚氛围，市文明办、市教
育局、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联合漯河
日报社在全市范围内举办“成长向
上 快乐向善”漯河市第四届中小学生
慈善征文大赛，现面向全市中小学生
征集参赛作品，征集时间将持续至 11
月30日。

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今年的
征文大赛以“慈善路上快乐多”为主
题，引导中小学生分享慈善故事、感悟
慈善精神，进而带动更多人参与慈善事
业。

大赛设置小学组和中学组。稿件应
以“慈善路上快乐多”为主题，可以写
自己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所感所悟、所
见所闻，也可以写公益慈善在战“疫”
和建设美丽乡村中发挥的作用，亦可写
身边的凡人善举。

投稿作品应为原创，题目自拟，
体裁不限。小学组不超过 600 字，初
中组不超过 800 字。需要注明作品名
称及组别，以及作者姓名、学校、年
级、指导教师姓名和联系方式，以
Word 格式发送至邮箱 lhcshzhw@163.
com。

征稿结束后，在对所有作品做统一
登记和隐名处理后，由责任编辑初审和
筛选。入选作品将交大赛评审会（成员
由中小学资深语文教师、专业编辑等组

成）独立审稿，最终评选出中学组和小学
组获奖作品。其中小学组、中学组一等奖
各3个，二等奖各5个，三等奖各8个，
优秀奖各15个；优秀辅导老师奖10个；
优秀组织单位奖5个。

大赛获奖情况将在《漯河日报》、漯
河日报社新媒体及漯河慈善网上公布。
同时，市慈善总会将把优秀作品推荐至
省慈善总会参加全省评选。

咨询电话: 0395-6192311
13839531587

我市第四届中小学生慈善征文大赛启动

■本报记者 王嘉明
9月18日，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在

新闻大厦三楼会议室聆听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急救知识公益课。市红十字蓝
天救援队与市红十字急救侠应急队队
员向小记者详细介绍一些自救互救知
识，让孩子们掌握急救技能，在遇到
突发情况时能采取正确有效的急救措
施。

“发现有人突然倒地，你知道如何
第一时间正确施救吗？”课堂上，市红
十字会蓝天救援队的嘉琪姐姐提出了
问题。随后，嘉琪姐姐用理论知识讲
授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形
象地向小记者讲解了有人落水时如何
施救、火灾时如何有效逃生等应急救

护知识。市红十字急救侠应急队的张
辉向小记者详细讲解了气道异物梗阻
的急救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边
讲解边引导小记者练习。

在互动环节，小记者参与热情高
涨，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应急队员
手把手向小记者传授施救方法和注意
事项，孩子们边听边跟着做，学得像
模像样。

此次活动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帮助他们掌握了实用急救技能。

“今天我学到了不少急救知识，在以后
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突发事件就可以及
时自救、互救。我很喜欢这样的课
程，感觉受益匪浅。”小记者彭云东
说。

急救知识学起来

9月17日，漯河日报社小记者走进漯河军分区参观，学习军事知识，接受国防教
育。 本报记者 万天宇 摄

■市实验小学二年级 刘芸汐
我妈妈不爱花钱，去超市买东西一

般都不会超过50元钱。
一天上午，妈妈带我去买菜，我看

到有我爱吃的香椿，绿油油的，很新
鲜。我对妈妈说：“咱买点儿香椿
吧？”妈妈看了看价格，说：“太贵
了，20 元一斤呢！过几天便宜了再
买。”我只好失落地走开了。最后妈妈
买了一些应季菜，只花了19元，很多我
爱吃的菜她都没买。我心想：妈妈也太

会省钱了吧。
妈妈不光买菜花钱少，给自己买东

西也不舍得花钱。一次妈妈去服装店买
衣服，买了两件衣服才花了100多元。
我心想，奶奶买件衣服还要花400多元
呢！我好奇地问妈妈：“妈妈，你买衣
服怎么不买贵一些的呢？”妈妈笑着
说：“贵衣服、便宜衣服都是衣服，能
穿就行。”

妈妈说，爸爸很辛苦，挣钱不容
易，所以她不能乱花钱。我很感动，

心想，我以后花钱也不能大手大脚
了，从小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不爱花钱的妈妈

■漯河小学二年级 王尧缇
妹妹已经五岁了，但不喜欢读书。

妈妈让我教妹妹读书，我爽快地答应
了。

我拿了一本绘本走进了“教室”。
妹妹坐在椅子上，我对妹妹说：“我读
一句，你跟着读一句。”妹妹小声说：

“好吧。”我开始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妹
妹小声地跟着读。读了一会儿，她可能
觉得无聊了，便大声说：“我不想读
了！”说完就跑出去玩了。

我想：“这可怎么办？”随后我想到

了一个好方法。我拿来一本儿歌书，对
妹妹说：“那我们猜谜语吧。”妹妹一听
不读书了，高兴地说：“好啊！”哈，妹
妹上钩了！我拿起书对妹妹说：“什么
尖尖尖上天，什么尖尖在水边？”妹妹
一会儿托着脑袋，一会儿看着天花板，
怎么也猜不到答案。她着急地对我说：

“好姐姐，快点告诉我答案吧！”我说：
“宝塔尖尖尖上天，菱角尖尖在水边。”
妹妹高兴地说：“我要读，我要继续
读！”不一会儿，妹妹就把这首儿歌记
住了。

妈妈看到妹妹能流利地朗诵整首儿
歌，向我和妹妹竖起了大拇指，还对我
这个“老师”提出了特别表扬。看到妹
妹渐渐喜欢上了读书，我心里乐开了
花。

教妹妹读书

■漯河育才小学五年级
姬承汐

春夏交替之时，石榴树上开
满了火红的石榴花。从远处张
望，石榴花犹如一只只翩翩起舞
的蝴蝶停在树叶上；近看又像是
一个个小喇叭，火红的外衣在风
中飘动。一阵阵花香沁人心脾，
引来了成群的蜜蜂，“嗡嗡嗡”地
唱着歌。

石榴花落了，很快结出一个
个小巧玲珑的青色石榴，比我的
拳头还要小一圈。有的石榴在枝
叶上荡来荡去，有的躲在绿叶下
睡大觉，还有的紧紧挨在一起，
好像在说悄悄话。

过了一段时间， 小石榴长大
了一圈，颜色也由青色变成了青
黄色。我想摘一个尝尝，可爸爸
制止了我：“小馋猫，别急啊，它

们还没有长熟呢！”我只好咽了咽
口水。

秋天来了，石榴成熟了，挂
满枝头。它们有的咧开了嘴，有
的撑破了肚皮，露出白里透红的
石榴籽。

我迫不及待地摘了几个，洗
干净，剥开皮，取出里面饱满的
石榴籽。我尝了几粒，酸甜的味
道在嘴里弥漫，让人回味无穷。

秋来石榴红

■源汇区受降路小学四年级
刘润函

每个人都有爱好，比如唱歌、跳
舞、画画等。我爷爷的爱好是种花。

一个夏天的夜晚，一阵“轰隆

隆”的雷声过后，天空下起了暴雨。
我看到爷爷花园里的花还没有搬进
屋，便连忙提醒爷爷。爷爷正在埋头
看养花的书，一听下雨了，赶忙扔下
书跑进了雨中，嘴里还嘟囔着：“坏了
坏了，我把花给忘记了！”爷爷不顾一
切搬起花就往屋里跑。不一会儿，花
搬完了，可爷爷也被淋成了“落汤
鸡”。我问爷爷：“爷爷，您没事吧？”
爷爷摆摆手说：“我没事。”我一看，
爷爷根本没抬头看我，眼睛一直盯着
他的花呢。

我爷爷爱花，可真是爱到了痴迷
的程度。有一天夜里，我已经睡着

了，爷爷却把我叫了起来：“孙女，我
的昙花开了，快起来看！”我迷迷糊糊
地睁开了眼睛，穿上衣服，跟着爷爷
去看昙花。只见爷爷拿着放大镜，仿
佛要看清昙花的每根叶脉。后来我才
知道，爷爷为了看昙花，一整夜都没
睡觉，可他第二天还是那么有精神。
我很纳闷，跑去问爷爷：“爷爷，你一
夜没睡，为什么还这么有精神？”爷爷
说：“因为我爱花呀。做自己热爱的事
情就不会觉得累。”

种花让爷爷变得年轻而有活力。认
识爷爷的同学都羡慕我有这样一个爱花
的爷爷呢。

“花迷”爷爷

■漯河小学五年级
张嘉雯

提起牡丹，你一定会首先想
到洛阳。听邻居说，在牡丹江大
桥附近有一个牡丹园，里面种植
着不少牡丹，开放时姹紫嫣红，
比起洛阳牡丹毫不逊色。

百闻不如一见。今年春天，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爸爸、
妈妈一起来到牡丹园游玩。

牡丹园临河堤而建。下了
车，我们顺着河堤向前走，不一
会儿就来到牡丹园。进入园区，
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丛丛、一簇
簇竞相开放的牡丹花。它们有的
含苞待放，有的已绽开两三片花
瓣，还有的完全盛开了，姿态各
异、雍容华贵。花的颜色也各不
相同，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
的像雪，美不胜收。一阵风吹
过，牡丹花像仙子一样翩翩起
舞，花香与泥土的芬芳扑鼻而
来，让人不由陶醉其中。

我走近一朵粉白色的牡丹
花，仔细观察起来。深绿色的茎
撑着硕大的花盘，花瓣尽情舒
展，好似公主华贵美丽的裙摆，
黄色的花蕊如流苏一般。我伸手
轻轻地抚摸那柔嫩的花瓣，像绸
缎一般丝滑。

妈妈也触景生情，对我说：
“古代描写牡丹的诗句有许多，
我印象最深的是刘禹锡的‘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
传。”

欣赏完牡丹花，我们顺着小
路继续向前走，来到一座玻璃栈
桥上。走在桥上，低头向下看，
灿烂的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
粼，不时有几条小鱼跃出水面，
亲切地和我们打招呼。河水映
着蓝天，丽日映着我们的笑
脸，美丽的景色真是令人流连
忘返。

每一个游人都在赞叹牡丹之
美。牡丹园用满园的花香诉说着
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游牡丹园

■市实验小学六年级 黄玥雯
我家有一只可爱的猫。虽说妈妈给

它起名叫“美男”，但我私底下却叫它
“机灵鬼”，因为它太机灵了。

“机灵鬼”有一双多变的眼睛，白
天和晚上完全不一样。它那肥嘟嘟的脸
上长着总是湿漉漉的鼻子和小巧的嘴
巴。它走起猫步时，毛茸茸的尾巴跟着
一摇一摆。

“机灵鬼”是一个“吃货”。有一次
我刚打开冰箱，它立刻从窝里弹射出
来，上演了一场川剧“变脸”，瞬间变
得楚楚可怜，围着我团团转，想博得我
的同情。我故意逗它，把猫条放在柜子
上。它看我不喂它，瞬间没了风度，身
子一弓，纵身跃上柜子，叼起猫条，咬
了几个小孔。它用爪子压着猫条，唯恐
我和它抢着吃。“机灵鬼”吃完猫条
后，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巴，又恢复了
绅士风度，迈着猫步潇洒地离开了。

“机灵鬼”很机灵，在捕捉猎物时
身手敏捷。看着“机灵鬼”日渐圆润的
身材，我想：“它该健身减肥了。”我拿
着逗猫棒逗“机灵鬼”，它紧盯着逗猫
棒，俯下身子，前爪缩着，后爪蓄势发
力，眼瞪得大大的。逗猫棒在哪儿，它
的目光就追随到哪儿。突然，它后腿一
蹬，向前一扑，预判了逗猫棒的位置，
抓到了逗猫棒，同时得意地叫了一声，
像是在说：“哈哈，我很厉害，对吧？”

这就是我家的“机灵鬼”，无论干
什么都能展示出它聪明伶俐的一面。它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家的猫我家的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