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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7日，皖西日报社小记者中心出
品的景德镇亲子夏令营之旅第一季圆满结营，
孩子与家长在江西省景德镇、婺女洲、婺源江
湾等景点，走进自然、触摸历史、探索人文，
感受全方位的夏令营体验。

博物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它跨越时空把
几千年前的文化和历史风貌带到孩子们的面
前。景德镇亲子夏令营的第一站是中国陶瓷博
物馆，这里陈列了数万件陶瓷珍品，这里是孩
子们聆听故事、感受陶瓷前世今生的好去处。
这是全国唯一一家以陶瓷为主题的博物馆，不
仅收藏了大量陶瓷精品，更是梳理了从古至今
陶瓷发展的清晰脉络。孩子们可以看见陶瓷生
产从最原始的状态，一步步走向精美的过程。
孩子们在一件件精美瓷器前驻足观赏，拿出小
本子记录或描画。

亲子夏令营一行来到婺女洲，当夜幕降临，
花灯璀璨游行开始，板凳龙、徽州鱼灯……各式
表演热闹非凡，提灯入画，仿佛回到古代繁华的
上元灯会。这里的夜景特别是打铁花和烟花秀
展示让人惊叹。“打铁花”是我国最古老的烟火，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1600度的铁水在空
中如流星般绽放，再现最极致的浪漫。婺女洲度
假区内还有各式民俗演艺，提灯走桥、茶馆评
书、非遗皮影戏、民乐合奏、杂耍特技、徽剧等，
在这里溯源东方之美。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以手造物、以物抵
心”的“陶瓷三项”手工制作。孩子们和家长
一起，认真听老师授课，拿起专业的工具，学
着制陶老师的样子揉捏黏土、加水和泥，看着
一块黏土在自己手中，逐渐有了形状，渐渐成
为一件件简单的陶器，脸上露出成功的喜悦。

参加此次亲子夏令营的学生家长毕美娟表
示，皖西日报小记者中心出品的景德镇亲子夏令
营活动从吃、住、行，以及景点的选择、手工制作
等环节的设计都非常有意义，孩子在此次夏令营
中不仅玩得很开心，还学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

参加此次活动的皖西日报小记者包忠涛
说，此次夏令营活动很有意义，他和小伙伴们
在学中玩、玩中学，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
知识，增长了见识。

本报记者 李振欣 文/图

今年暑假妈妈和我参加了皖西日报小记者
中心组织的景德镇亲子夏令营。

我们第一天的行程是到景德镇，刚过景德
镇收费站，就看到不一样的陶瓷路灯，整个灯杆
是用青花瓷做成的，我感叹：“不愧是瓷都啊。”
陶瓷路灯一排排站在路旁像是站岗的哨兵。

接着，我们来到中国陶瓷博物馆，在这里我
看到很多精美的陶瓷艺术品，有金象腿瓶、人物
故事四方瓶、狮耳花口瓶。这些艺术品造型独
特，色彩丰富，上面的图画绘制更是栩栩如生。
我看到一件山水画陶瓷作品，青色的山水间几
个诗人正在举杯畅谈，很是逍遥自在，人物的标
签很生动，好似我也置身于画中一样。

在这里，我了解到景德镇是以皇帝的年号命
名的，宋代以来，景德镇以精美的陶瓷闻名于世，
一直受到朝廷的重视，景德元年皇帝遣官制瓷，
贡于京师，并以年号冠名“景德镇”。千年以来，这
里的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烧制出一件
又一件的精美陶瓷艺术品，让景德镇闻名远扬。

第二站我们来到婺女洲，整个景区的小桥流

水与两岸的马头墙交相辉映，走在青石板路上，
仿佛走进一幅山水画。最让我兴奋的就数“打铁
花”这个非遗表演。傍晚时候，婺女洲在晚霞的照
影下变得梦幻多彩，随着一阵欢呼声，四名打铁
匠登上湖中的小船，“啪”“啪”两声，两道风火轮
出现在夜幕中，真是太美了，又啪的一声，一簇簇
铁花出现在我面前，火花四射，真让人震撼。

最后一站是整个夏令营我最喜欢的行
程——— 自己做陶艺。在陶艺老师的帮助下，我
先把陶土充分揉和，排空里面的空气，然后做
成“窝窝头”的形状，开始拉胚，随着机器的转
动，我用手上下拉起陶土，一个小巧的瓶形就
出来了，再用手往下压，再往两边推，一个碗的
形状又出来了，真是太神奇了。接着我们还在
白瓷盘子上彩绘，我用豪放的线条画了梅花，
得到老师的认可。最后，我们带着自己的陶瓷
作品踏上回家的路。

这次夏令营，我不仅收获了快乐，还学到很
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真是太有意义了！

指导老师 关世峰

“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暑假期间，我和妈
妈一起参加了皖西日报小
记者中心组织的夏令营活
动，想想就兴奋，大巴车
一来，我像小猎豹一样飞
快地上了车。一路上，风
景秀美，大家在车上欢声
笑语，大巴行驶了四个多
小时，到达景德镇。

第一站，我们来到中
国陶瓷博物馆，博物馆里
面的陶瓷艺术品不但颜色
不同，而且形态各异，展
品上的图案更是丰富多
彩。有碧绿的草地上面开
放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
朵，有穿着雪白连衣裙的
小姑娘正在舞蹈，有一群
在小河嬉戏玩耍的红鲤
鱼，有在大森林里自由自
在的小白兔，每一件作品
都精美绝伦，我不禁感
叹——— 这真不愧是我国的“瓷都”
啊！
第二站，我们来到婺女洲度假

区，这里的景色很美，适合打卡拍
照，我和妈妈找到一家汉服体验

馆，体验了簪花；沿着街
道，我们来到一家非遗文
化中心，我做了一把传统
漆扇。
最后一天，我们来到

手工制作“陶瓷三项”的
体验工坊，这里的老师和
蔼可亲，她教我们如何把
一块陶泥做成一个手工陶
器作品，老师还给我们上
了一节生动有趣的白瓷盘
绘画课：教我们如何用釉
上彩的方法在盘子上作
画，我们还亲自体验了做
陶瓷和手工塑泥。当我看
着手中的陶泥变成一个花
瓶和一个“天线宝宝”的
时候，我快乐无比。

这三天的夏令营行
程，我们不仅品尝了当地
的美食，还欣赏了很多陶
瓷艺术品、看了一系列民
俗表演。通过这次夏令营

活动，我感受到“瓷都”的魅力，
了解了当地的文化，学到书本上没
有的知识，拓展了自己的视野，我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出去走走。

指导老师 关世峰

探访千年瓷都 体验陶瓷艺术
皖西日报社景德镇亲子夏令营第一季圆满结营

假期里我看了一本书，叫作《闪闪的红星》，这本书描述了一位红
军战士的孩子潘冬子在红军北上抗日这种艰苦经历和斗争的生活。

故事主要讲述的是：潘东子爸爸在与红军一起转移时，妈妈为
了掩护革命同志而壮烈牺牲，依靠爸爸临走时留下的一颗八角帽上
的红五角星，在艰苦的岁月和漫漫的长夜中，不断地激励着潘冬
子，也不断地温暖着他幼小的心灵，指引他前进的方向。当映山红
再次开满山野时，长大了的潘冬子肩扛钢枪，帽子上缀着闪闪的红
星，和爸爸并肩走在解放全中国的队伍中。

看着潘冬子一家，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在
潘冬子生活的那个年代，连上学都办不到，而我们却可以舒舒服服
地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听老师讲课。

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不浪费一分一秒，现在的美好生
活多么的来之不易啊！这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一寸光阴
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让我们为祖
国奉献自己的力量，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指导教师 朱成红

天气还没有热的时候，我家买了一台海尔牌的电冰箱。
电冰箱是一个大大的长方体,颜色是灰黑色的,上面印着海尔的

标志——— 海尔兄弟。
冰箱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冷藏室,下层是冷冻室。它还有“手”

哩！你看，它的左右胳膊是两根连接着插座的电线。如果你仔细看，你
会在电冰箱的底部看到四个小轮子。冰箱的门和其他门不一样。这种
门是铁做的,门里面有吸铁石，这样可以防止冷气跑出来。拉开上面
的门就看到了冷藏室。门的后面有许多小格子，用来装小型的物品，
如：鸡蛋、糖、酸奶等。冷藏室里有许多抽屉,可以放蔬菜、水果。抽屉
上面还有许多挡板,可以放肉、西瓜、豆浆等。再看看冷冻室吧！那里
可以放生肉、鱼、虾、海鲜、冰棍等食物。

每天我放学回到家，洗洗手，就会迫不及待地拿出熟食、饮
料、面包等零食垫垫肚子,再去写作业。

夏天到了,冰箱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放着妈妈给我买的冰棍；
放着爸爸买的啤酒；还有做饭用的蔬菜……真是应有尽有啊！

冰箱里不仅保存食物，还存着妈妈对我的爱。指导老师 汪华坤

傍晚，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一进家门，便如喝醉酒
的醉汉倒在沙发上。

我停下手中的笔，望着妈妈那倦怠的神情，我的眼泪情不自禁
地流了出来。因为爸爸经常在外地工作，照顾我和我姐的重担就落
在妈妈身上，妈妈既要照顾上学的我和我姐，还要把工作做好，怎
么会不累呢？

突然，我想起一个视频上面说的一则消除疲劳的小知识。对
了，把风油精滴入温水中给妈妈洗脚。说干就干，我接了一盆水滴
入六滴风油精，轻轻地搅拌后端到妈妈脚旁边。妈妈见到便说:
“儿子，你要干什么？”

“帮您洗脚。”
“还是我自己洗吧。”

“不用，就让我帮您洗一次吧……”在我的坚持下，妈妈同意了。
我帮妈妈脱掉袜子，将她的脚放进水中。我用手托起水轻轻地

拍在她的腿上。突然，妈妈睁开双眼，笑眯眯地问:“水里是放了
风油精吗？”我点点头。我忽然摸到妈妈脚后跟上的老茧，啊，妈
妈老了，在岁月的长河中，与青春擦肩而过……

或许长大真的就在一瞬间。 指导老师 汪华坤

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去了妈妈的菜地。亲眼见证植物从
一粒种子到一点点长大，这是一件非常今人高兴的事。妈妈顺手摘
了一个长大的黄瓜给我。这让我忽然想到我这学期语文书中萧红在
《祖父的园子》中写的“……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我跑
过去摘下来，吃黄瓜去了……”。

帮助妈妈打理菜地的过程虽说辛苦，但也趣味不断。
有一次，我的妈妈去菜地浇水，正巧碰见一群野兔子在啃大豆刚

长出来的嫩叶，它们见到妈妈后拔腿就跑，妈妈十分心疼她的大豆。
同样，在妈妈去菜地浇水时，我遇见一只像穿山甲一样的动

物，它看见妈妈后就"哧溜"一下钻到树林里去了。
还有一次，我发现妈妈的花生被一种似乎是獾类的动物给刨了

出来，长大的花生被吃了个精光，不知是什么小动物所为。
妈妈的菜地日后肯定还会发生更多有趣的事情，就让我们拭目

以待吧! 指导老师 汪华坤

一天，我帮妈妈剥豌豆，剥开豆
荚，望着圆滚滚的豆，我想起豌豆与
小女孩的童话故事：“妈妈，这些豌
豆可以种下吗？”我问道。“不行吧”，
妈妈想了一下，“大概发不了芽的。”
顿时我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过了些天，我早已忘了这些豌
豆，妈妈在厨房里喊：“帮我从冰箱
拿一下豌豆。”我连忙去打开冰箱，
嗯，睁大眼睛仔细看，有些豌豆都发
芽了，白嫩的芽，弯弯的，好像豌豆
婴儿的细手指。“妈妈，豌豆发芽
了。”我高兴地喊道，“我想种下试
试。”“可以呀。”妈妈随口答道。我
精挑细选了几粒豆，到阳台把它们

小心翼翼地塞进花盆中，用手指拨
弄几下，盖好土，浇了一杯水，左右
转了转，感觉很满意。

过了几天，它们居然探出了脑
袋，舒展了一片、两片叶，渐渐的，
伸出了弯弯细细的藤。我从工具箱
找来一根细铁丝，从花盆攀到防盗
窗上，把一点儿长细弱的藤也跟着
绕在铁丝上了，好让它们不用顾忌
地生长。

一个中午，我在屋中写作业，忽
然听见一声雷鸣，不一会儿，大雨如
翻了水缸似的倾倒下来，大雨点砸
在小区树冠上，外面白茫茫一片。我
暗道不好，忙冲到窗边，只见豆苗被

风吹得摇来摇去，雨点砸得叶片直
歪，细藤柔弱地拉着铁丝，几乎快抓
不住，苗就要被扯断了。我揪心地看
着，却无可奈何，天不遂人愿啊。

好在雨过天晴，我急忙来到窗
边，却见藤仍牢牢地攀在窗上，叶儿
舒展在阳光下，兜着晶莹的雨珠，似
大雨不曾来过，只有盆里淋下的泥
水诉说着刚刚离去暴雨的猛烈。突
然，我瞥见苗杆上有一抹洁白，明晃
晃，细细一看，是花，还泛着点淡淡
的鹅黄。曾经认为不能发芽的豌豆，
钻破了泥土，胜过了风雨，终于有了
蜕变的自己。

抬头看向天空，眼前浮现一个正
读一年级的小男孩，那个傻傻的，短
短的头发，圆圆的脑袋，带着老师和
家长的期望，茁壮的成长。未来，我能
否收获豌豆一样丰硕的果实呢？

指导教师 许李

景 德 镇 之 旅
小记者 马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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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妈妈
来到公园的和平鸽广场。这里人流
如织，热闹非凡。我想我们都是为
了喂那群象征着和平与希望的鸽子
而来。

再往里走，我真的被眼前的一
切惊呆了：这里有好多鸽子呀，我
仿佛进入了鸽子的天堂。有正扑翅
飞起来的，有咕咕叫着没停的，还
有在地上埋头找食的。鸽子也不光
是白色的，还有黑白相间的，更有
灰色带着紫色条纹的呢。白色鸽子
最多，它们是那么洁白无瑕，小巧
可爱。灰色鸽子很少，只有一两
只，但是我觉得它最美，颈上紫色
条纹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
光，显得那么高贵，仿佛是这里的

王后！
我也迫不及待地买了两袋鸽子

食，学着别人喂鸽子的样子，抓一
些鸽食放在手心里，嘴里唤着：
“小鸽子，快到我这里呀，我这里
有好多好吃的。”鸽子好像听懂我
的话似的，一个个都来了。鸽子们
尖尖的小嘴，啄食着我手心里的玉
米粒，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它们吃得津津有味，一点都不顾及
周围的喧嚣。有的鸽子胆子大，把
我手里的吃完了，就到袋子里啄；

有的鸽子胆小如鼠，啄一口就跑
了，发现周围很安全，又来啄一
口，啄得我手心痒痒的；还有一只
鸽子吃得不过瘾，竟然飞到我胳臂
上抢着吃。我忍不住摸了摸它，就
像摸到了柔软的云朵上，让我心中
充满温暖和喜悦。

突然，广场上的鸽子们飞了起
来，像天空中飘动的一朵云。这些
小鸽子带给我无尽的快乐和宁静。
谢谢，小可爱们！

指导老师 李晨如

第一次认识黄文秀是在“201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颁
奖词中这样道:“有些人从山里走了，就不再回来，你从城里回
来，却没有再离开。”

黄文秀，一个在扶贫路上献出生命的英雄，她的名字和事迹激
励着无数像我一样的少年。黄文秀姐姐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庄，
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回
到最需要她的地方，广西乐业县百坭村，担任村里的第一书记。在
百坭村，她与村民同吃同住，共同面对生活的艰辛。她全身心投入
到脱贫攻坚工作中，带领村民种植砂糖橘，发展电商，改善基础设
施。在她的努力下，一年多的时间里，88户村民摆脱了贫困，村
集体经济收入翻番。但是，就在这一切看似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时，2019年6月的夜晚，风雨交加，黄文秀在探望完病重的父亲
后，急匆匆地返回村中，却在途中遭遇山洪，年仅30岁的她，永
远地留在了她深爱的扶贫路上。

黄文秀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不只是美好的享受，更是承担责
任的时候。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和无私，
让我们知道，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去面对，不放弃，
不怕苦。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黄文秀的故事中

汲取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不应该害怕。我们要勇敢地面对
困难，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记住黄文
秀的精神，带着她的理想继续前进，用实际行动来书写属于我们的
光辉篇章。

黄文秀姐姐，请您放心，我们定不负韶华，不负众望，为建设
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懈奋斗！最后，请少年们和我一起，以更坚定的
信念，努力为我们的理想和未来而奋斗！ 指导老师 李伟伟

今天在数学课上，老师给我们
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数学题目———
“鸡兔同笼”。这个题听起来就很
有挑战性，我既好奇又兴奋。

说干就干，我开始解决这道难
题。“鸡兔同笼”说的是一个笼子里
有一些鸡和兔子，从上面数有35个
头，从下面数有94只脚，问鸡和兔
各有多少只？老师刚刚说完题目，我
就陷入了沉思，心想：头有35个，意
味着鸡和兔的总数是35只，但它们
的脚数该怎么分配呢？

我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解决。

首先，我假设笼子里的所有的动物
都是鸡，那么脚的总数就是35×2
=70只。但题目给出的脚数是94
只，多出了24只脚，这24只脚一
定是兔子多出来的，因为兔子有4
只脚，而鸡只有2只。所以，我尝
试将多出来的脚分配给兔子，这样
每只兔子需要多分配2只脚，那么
就会有24÷2=12只兔子。验证一
下，如果笼子里有12只兔子，那
么鸡的数量就是35-12=23只。23
只鸡有46只脚，12只兔子有48只
脚，加起来正好是94只脚！我兴

奋地发现，我成功地找到了答案！
通过这次解题，我体会到了数

学的魅力。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更
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教会了我如何
从复杂的问题中找出规律，如何用
逻辑推理来解决问题。同时，我也
明白了遇到问题时，不能被困难吓
倒，要敢于尝试、敢于挑战。

我相信，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中，我会遇到更多有趣和富有挑战
性的问题。但只要我保持好奇心和
求知欲，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
问题，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

“鸡兔同笼”的问题虽然解决
了，但我对学习的热爱和探索却永
远不会停止！

指导老师 荀芳芳

读《闪闪的红星》
小记者 张欢

冰 箱
小记者 柳子航

那一刻，我长大了
小记者 吴传琪

菜 地 趣 闻
小记者 付子硕

青春永远燃烧
小记者 毛薪睿

“轰哒轰哒……”一阵雨声吓得还在睡梦中的我一激灵，一骨碌
从床上爬起来。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左看看又看看，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等了一会儿，才发现是密集的大雨点打在车棚上的声音。

我跳下床，站在窗前，发现外面阴沉沉的，雨就像我平时玩的串
珠断了线一样，收不住地往下蹦。那雨好像特别着急，直线似的俯冲
向地面，也砸在车棚上，不断发出轰轰声。

“哎呀，可不能再这样下了啊！”奶奶听到我起床的声音，走过来。
“是啊，老下雨，还下这么大，我不能和妹妹出去玩了！”我应和着奶奶。
“这样的大雨下了几天，农民伯伯的田地可能都淹啦！”奶奶发出沉重的
叹息声。“有这么严重吗？”我有点儿不相信。以为几天前，我还去农村表
叔家地里摘瓜呢，好大一片瓜地，翠绿的瓜叶下，好多大大小小的黄色
香瓜，发出诱人的清香。怎么可能就这样被全部淹掉了呢！我想着。

“农民就盼着风调雨顺。农民伯伯辛苦了半年，好不容易等到收
获，却遇到这样的大雨！”奶奶抹起了眼泪。看着奶奶的样子，我也难
过了。晚上看新闻的时候，我知道现在六安周边乡镇都在党和政府的
带领下抗洪防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我在心里默念：雨，快别下了，快别下了！ 指导老师 施光宏

大雨，别再下了
小记者 徐筱洁

豌 豆
小记者 李原生

可爱的鸽子
小记者 蔡溥新

鸡兔同笼的奥秘
小记者 杨云皓

幽兰绽蕊
小记者 王玥宁/绘
指导老师 施光宏

小记者 杨悦菡/书
指导老师 荀芳芳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