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小记者”体验
本报小记者 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2403班 唐世毅

3月1日，阳光明媚，我怀揣着激动与好奇来到已经
有67年历史的湘潭日报社，开启了我的第一次小记者活
动之旅。

踏入报社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大厅，我
们首先在这里集合。随后，大家一起参观了湘潭日报社
的各个部门，了解新闻的制作流程。老师告诉我们，新
闻是新近发生的真实事情，要具备五要素：何时、何地、
何人、何事、何因。就像做手抄报一样，要仔细检查有没
有错误，这样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与准确。

最让我震撼的是印刷厂。巨大的机器高速运转，一
小时能印出45000张报纸，那速度简直像飞一样。印刷
报纸的油墨只有四种颜色：红、黄、蓝、黑，不过油墨的味
道好重，比油漆味还呛鼻。

在演播厅，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里面的
墙叫隔音墙，墙面有很多小洞洞，隔音效果超棒。我坐
上主播的位置，想象着自己正通过镜头把新闻传递给千
家万户，那种感觉真棒！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我不仅了解了新闻的制
作流程，还见识到了许多先进的设备。我期待着下一次
的小记者活动，希望能有机会真正去采访，能坐在演播
厅播新闻，真的好期待啊！

（指导教师：段思铭）

参观湘潭日报社有感
本报小记者 九华和平小学87班 沈一伊

周末的一天下午，我来到湘潭日报社参加小记者活
动。我们在一楼完成刷卡签到后，来到了五楼。胡老师
先自我介绍并带我们认识了董老师、思思老师、沙沙老
师、希茜老师。

在演播厅里，正当我好奇张望时，一面布满不规则
孔洞的墙面映入眼帘。“这是被老鼠啃坏了吗？”我暗自
嘀咕。正疑惑时便听到沙沙老师介绍说：“这是隔音
墙。”顿时我的疑惑消除了。随后我们来到了印刷厂，沙
沙老师说：“如果两台机器同时启动，最多可以印刷
45000张报纸。”话音刚落，仿佛机器轰鸣声与油墨清香
交织，瞬间将我们拉回铅与火的报业黄金时代。然后我
们又回到了五楼玩游戏。游戏一：用双脚夹住乒乓球，
最先到达终点者即为第一名。游戏二：拼报纸。看似简
单的碎片却让我们抓耳挠腮。眼见我们迟迟未完成，沙
沙老师笑着安慰：留点遗憾才有进步空间呀！

在欢声笑语中，此次活动画上了句号。我在本子上
画了个笑脸，又工工整整写下一行字：“作为新时代小记
者，要睁大眼睛看世界，记录真实，传递温度。就算我还
小，也要像报社老师一样认真！”

（指导教师：彭雅蓉）

采茶记
本报小记者 湘乡市东方红学校323班 肖雅雯

从我懂事起，每到春天的这个时候，妈妈总会和我
提起她小时候跟着外婆去自家茶园采摘茶叶而发生的
趣事。今天，在学校老师的组织下，我们东方红小记者
坐上了去双泉采摘基地的大巴车。一路上，我既兴奋又
无比期待。

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一走进茶
园，我就被眼前的景色震惊了。春天的茶山，像是一幅
流动的水墨画。清新的空气中夹着淡淡的茶香，绿油油
的茶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像是在对我召唤。

茶园位于一座大山上，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茶
树。茶树长得密密麻麻，一棵挨着一棵排成一排，像是
正在训练的士兵站得笔直。茶叶有深绿的、浅绿的、嫩
绿的……不同绿色交错着，显得生机勃勃。

我背上了小背篓，迫不及待地走进茶园里。在灿烂
的阳光下，“两叶一芯”的嫩叶，就像晚上亮灯的小灯
泡。茶树比我矮，所以我需要弯下腰，脑袋里回想着采
摘阿姨讲解的秘诀：“左手拿着茶树枝，右手用大拇指和
食指轻轻把嫩芽一掐。”“咔”的一声就断了，嫩芽就落在
了我的手心里。刚开始采茶时，我显得有些笨拙。后
来，慢慢熟练了。不一会儿，我看了看自己的小背篓，用
手捧起一大把，很有成就感。

接着，采摘阿姨戴上手套，教我们茶叶的揉制过
程。她嘱咐我们用手把茶叶往一个方向揉，直到感到手
酸便可结束。随着揉制过程的结束，一股浓郁的茶香扑
鼻而来。而烘干后的茶叶，茶香变得不一样了。最后，
阿姨还送了我一小袋茶叶，我开心极了！

夕阳西下，我满载而归，装满了劳动的喜悦和对大
自然深深的敬意，也深深体会了妈妈口中采茶所带来的
乐趣。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采摘之旅，更是一堂生动又
有意义的大自然教育课。 （指导教师：易芳仰）

藏在海绵里的爱
本报小记者 岳塘区火炬学校教育集团2005班 赵俊驰

从客厅到浴室，直起的两条墙角上一直被一块一米
高的绿色海绵包着。

妈妈经常在其中一个墙角为我测量身高，“并拢站
正，别踮脚啊”。我的手总是去捏那绿色的海绵，软软
的，好粗糙。我能感受到小时候无聊时用铅笔扎出的痕
迹。从五岁到十岁，它一直存在，也许从我一出生它就
在我的记忆里了吧。

我曾仔细想过这海绵的来历。它似乎一直都在，但
在我的潜意识里，它是不怎么存在的。我有时百无聊赖
去拿铅笔扎它，虽不知扎过多少次，它总是被我遗忘。

五六岁那次是个特例。当时我洗完澡，啪叽啪叽就
带着水出来了。也许是地太滑，一个趔趄，头就往前
倒。我感觉头皮一阵发麻，闭着眼睛心里怕极了。我以
为会撞到坚硬的墙角，吓得眼里全是泪，但结果头最终
安全地“软着陆”，原来是撞到了那全是铅笔印的海绵
上。这是我对海绵少得可怜的一种“场景化”的记忆。

墙角上的身高印子一点一点地爬高，海绵上的铅笔
印子一点一点地加深。两个墙角间多了一个做引体向
上的设施。我终于开口问妈妈：“这海绵是干什么用
的？”妈妈说：“这是小时候防止你碰到头，妈妈特意给你
买的。”

海绵上的胶干到要脱落了，没人再去管，它还坚强
地粘在墙上，伴随着我的记忆。 （指导教师：何娟）

春天，在哪里
本报小记者 九华和平小学89班 刘柯杰

爷爷说：柯杰，立春啦，你要躲起来，躲到被窝里，躲
到温暖的书房里。

我大声说：为什么要躲呢？我偏要寻找春天在哪
里。

沿着乌石峰茂密的森林，我与小伙伴们寻找春天的
足迹。春天，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森林说：“春天，她曾路过这里，戴着灰色的云朵帽，
下着珍珠一样的雨点。瞧，小草探出头来，柳条上长出
一个个小炸弹，满树的桃花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吵
架，就是她留下的足迹。”

走过长长的小溪来到公园，寻找春天的足迹。春天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公园说：“昨天，她曾路过这里。水草里游动的小黑
点在找妈妈，石头缝里的浪花在打滚，蚯蚓也在钻来钻
去找朋友，就是她留下的足迹。”

啊，我终于找到了春天。我走到每个地方，哪里有
绽开的花朵，哪里有嫩嫩的柳条，哪里有欢快的莺歌，哪
里有勤劳的小燕子在搭窝，哪里就是属于我 8岁的春
天。 （指导教师：廖赛燕）

春节有感
本报小记者 九华和平小学63班 周舜毅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当新春的第
一缕曙光温柔地洒向大地，那声声爆竹，宛如激昂的序
曲，奏响了春节的华丽乐章。

晨曦微露，街头巷尾早已被红彤彤的春联与灯笼装
点得喜气洋洋，仿佛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过年的喜悦。
小孩子们身着新衣服，嬉笑玩耍，手中紧紧握着五彩斑
斓的糖葫芦，那纯真的笑容如春日里最灿烂的花朵。

集市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摊位上摆满了琳琅
满目的年货，从传统的鞭炮、春联，到现代的电子红包、
创意饰品，无一不彰显着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人们
穿梭其中，挑选着心仪的物品，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和期待。

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团圆的年夜饭桌上
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家人围坐，举杯共庆，欢声
笑语中洋溢着浓浓的亲情与温暖。

春节，这个古老的节日，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流淌，
承载着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与梦想。它如一首悠扬的古
曲，穿越时空的隧道，奏响在每一个人的心间，让人心生
欢喜，流连忘返。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需要我们当代
人守护和传承，愿它历久弥新！ （指导教师：黄璇）

雪花的奇妙旅程
本报小记者 九华和平小学79班 戴一诺

下雪啦！下雪啦！大地穿上了一件洁白的大棉袄，可
真美丽呀！踩上去，脚下传来“沙沙、沙沙”的声音，仿佛雪
花在轻声抱怨说：“哎哟，你踩痛我了，轻点踩！”

有的雪花调皮地落到了小汽车的排气管上，结果被
排出的气体熏得黑乎乎，就像有人在它脸上抹上了一层
厚厚的煤炭。

有的雪花悠然自得地飘到了楼顶上。它爬上天台
的阶梯，看见楼下的人们比它小，得意地笑道：“哈哈哈，
我是全天下最大最自由的雪花！”

有的雪花飘到了小朋友的头发上。但这个小朋友
是刺猬头的发型，雪花的屁股被扎了一个大大的窟窿，
疼得它嗷嗷叫：“我这是飘到仙人掌上去了吗？”

还有的雪花勇敢地飘到了长城最顶端。它站在那
里，俯瞰着蜿蜒曲折的长城，心中充
满了自豪：“我的祖国，你是如此壮
丽、如此伟大呀！”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雪花们都
藏起来了，正等我们第二年冬天去找
它们呢！ （指导教师：邹倩）

爸爸的手
本报小记者 岳塘区火炬学校教育集团2010班 李雨宸

在我的印象中，有这么一双手，手不大，却很有力
量，手上布满了老茧，还有一道伤疤，握上去粗粗的，但
很温暖，很有安全感。

小时候，这双手总是陪伴着我，抱着我，牵着我，给
我举高高，陪我玩游戏，让我慢慢长大，蹒跚学步，开口
说话。

再大一点，这双手教我骑自行车、游泳、滑冰、钓
鱼。记得那次教我钓鱼，那双手轻巧地帮我穿蚯蚓，轻
易地就在水面上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接着沉腕，很快
就像变魔法一样钓到一条鱼，让我羡慕不已。而我不小
心把鱼钩鱼线甩到了树枝上。为了给我完好地取下来，
这双手被钩子划伤了。看到血渗出来，我紧张极了，而
他却甩甩手指头，若无其事地继续帮我。

现在，这双手慢慢地指引着我前进的道路。长大了
的我，习惯不听父母唠叨，我行我素。有一次我有一道
题做错了。这双手先是轻轻地点着作业本，但在我傲慢
的态度下，这双手渐渐不耐烦，重重地戳着本子。而我
犟嘴偏不改，最后一个巴掌落了下来。我伤心得大哭。
深夜，我去上厕所，看到阳台上的他孤独地抽着烟，整个
人笼罩在黑暗里，只有手在一闪一闪的烟头映衬下显得
那么沉重又无力。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喊了一句：“爸
爸。”他走过来，用他的大手拉着我的小手，又摸摸我的
头，说：“仔，你乖哈，爸爸不该打你。”

是的，这双手就是爸爸的手。父爱如山。爸爸的手
是温暖的港湾，也是有力的托举，更是深深的爱。

（指导教师：郭成英）

食堂岗位体验记
本报小记者 岳塘区火炬学校教育集团2009班 罗咪娜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熟悉的旋
律在校园里回荡，又到了学雷锋月，学校组织了岗位体
验活动，号召大家在实践中传承雷锋精神。我和八名同
学被分配到食堂体验食堂阿姨的工作。本以为是轻松
的活儿，没想到却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

大课间，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地走向食堂。我心里还
犯嘀咕：“分碗能有多难？不就是随便放放嘛。”可到了
食堂，真正上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食堂阿姨耐心地给我们传授小窍门：“摆碗的时候
一定要放稳，不然很容易倒；摆勺子呢，要手拿勺柄，勺
头部分在碗中间重叠。”我一开始想着多拿几个碗，这样
又快又省力。结果手刚把碗放到桌上，它们就像调皮的
孩子，不受控制地“跑”得到处都是。我又去摆勺子，可
因为没注意勺头重叠，勺子一放下去，就把碗也弄翻了，
场面一片混乱。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轻
松，食堂阿姨真的很辛苦。

回去的路上，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做的仅仅是食堂
阿姨工作里很小的一部分。她们每天还要收碗、洗碗、
消毒……寒冬腊月里，仅是分碗这一项工作，就会让她
们的手冻得冰凉。今天我们只是体验了短短一会儿，她
们却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些烦琐的劳动。

这次体验，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食堂阿姨工作的平凡
与伟大。以后，我一定会更加尊重她们，珍惜她们的劳
动成果，不再给她们添麻烦。我也明白了，学雷锋不只
是一句口号，它藏在生活的点滴里，藏在对每一个平凡
岗位的尊重里。 （指导教师：谢放明）

蛇年说蛇
本报小记者 岳塘区火炬学校教育集团2301班 黄尉冉

今年是乙巳蛇年。蛇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有着
不同的意义。在东方，蛇象征着灵性和美丽。比如中国
的神话里，女娲、伏羲都是人头蛇尾的神，他们创造了人
类，是我们的创世神。而在西方，蛇却常常代表着恐怖
与危险。比如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人类只要与其对视
一眼，就会立刻变成石像。

我很喜欢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蛇和龙有着深厚
的渊源，它被认为是龙的化身。我特别喜欢蛇年春晚的
吉祥物“巳升升”。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三星堆的青铜蛇，
寓意着“事事如意，生生不息”，真是既可爱又有意义！

最后，祝福大家蛇年大吉，事事如意！
（指导教师：谭柳）

我的好朋友
本报小记者 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2302班 陈域蹊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程博文。程博文今年8岁，又
高又瘦。程博文很爱笑。

课间，我和他会去非常多的地方玩。比如说，牛奶
机、操场、乒乓球台……我们经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

程博文经常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这点我很佩服
他。因为，我在学校除了上课就是吃饭，除了吃饭就是
休息，除了休息就是玩，根本没有写作业。有个成语是

“见贤思齐”，以后我要学习他的这个优点，用自己的空
余时间把书面作业完成。

因为平时在学校我没能做完作业，所以只能在家写
作业。每一次，程博文来我家玩，我都在写作业，不能一
起玩。等我写完作业，再去他家找他的时候，他已经睡
着了。哦，他还有早睡的优点，我也要学习。

我非常喜欢这个好朋友。
（指导教师：唐雅萍）

珍惜水资源
本报小记者 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2302班 刘先臻

今天的小课间，我奔跑着去洗手间上厕所。我上完
厕所后，去到洗手池洗手。我看见一个同学没关水龙头
便匆匆忙忙地跑回教室，我赶忙叫了声：“同学。”不知是
不是没听见，没见他回来，我便帮他关上了水龙头。随
后，我还是找到他，诚恳地对他说：“同学，以后记得上厕
所时要关水龙头哦。”他连忙说：“好的，谢谢你的提醒。”
话音未落，他就准备跑回洗手间去关水龙头。我立马拉
住他：“不用着急，我刚刚已经帮你关了哦。”“太感谢
了！”他向我鞠了一躬。我微笑着说：“不用谢，我们以后
都要珍惜水资源，不让它白白浪费掉。”

（指导教师：唐雅萍）

我有一台时光机
本报小记者本报小记者 九华和平小学三年级九华和平小学三年级7575班班 刘佳桐刘佳桐

如果，
我有一台时光机，
我会去古代。
去看洒脱的李白，
去看豪气的苏轼，
看历史的长河。

如果，
我有一台时光机，
我要走进童话。
去看善良的拇指姑娘，
去看坚强的丑小鸭，
看孩子们快乐的笑容。

如果，
我有一台时光机，
我要发现未来。
去看未来的我，
去看衰老的父母，
看先进的科技。

啊，如果，我有一台时光机！
（指导教师：徐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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