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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猫日记》是杨红樱阿姨写的
系列丛书，每一本都有好多个小故
事组成，每一个小故事都生动有
趣，我都非常喜欢。

《笑猫日记》之《能闻出孩子味
儿的乌龟》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
里面有一个“破墙而入”的故事让
我印象深刻。大意是：马小跳送走
了去海边度假的爸爸妈妈，就去床
上睡回笼觉了。没想到，过了一会
儿，杜真子和她妈妈来到了马小跳
的家里，并且每天都让他们写作
业，马小跳和杜真子感觉非常痛
苦。后来千年龟看不下去了，走进
书房朝杜真子妈妈吐出了一口气，
她的嘴巴就变得非常肿大，这情节
让我捧腹大笑。还有一个情节是马
小跳去找安琪儿玩，可是安琪儿的
妈妈却每天都把她反锁在家里写作

业，马小跳见不到自己的小伙伴，
感觉非常无聊，就悻悻回家了……
还有好多有趣的故事，我就不一一
列举了。

读至结尾，我合上书，闭目畅
想：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即便我
们到了八十岁，心也不会老！所以
我觉得我要安排时间，做到学习和
玩耍两不误！我希望小朋友们都能
在春意盎然时看百花争艳，听百鸟
争鸣，感受春天的温润；在绿荫如
盖时在树下看书玩耍，感受夏天的
热情；在硕果累累时看这金灿灿的
树叶随风起舞，品尝秋天的香甜；
在大雪纷飞时堆雪人打雪仗，看那
五彩的烟火，感受冬天的“色彩斑
斓”。

（指导老师：陈昕湉）

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的北
京故宫，是历史的文化瑰宝，是
古人留给现代人的精华。去年，
爸爸妈妈带我参观了北京故宫。

我们从午门进，走过一级级
乳白色台阶，来到了太和殿。抬
头仰望，金灿灿的琉璃瓦闪闪发
光，像一群闪烁的小星星。关于
琉璃瓦，还有一个小故事呢！传
说建造屋顶的工匠们为了不让鸟
儿栖落在此，故意把屋顶做得很
滑，鸟儿在光滑的瓦顶上坚持不
了多久，所以就很快飞走了。这
就是琉璃瓦的由来。

走过太和殿，来到了珍宝

馆。我一看，这里真是令人惊
艳，有各色的古式化妆盒、胸
针、头饰、玉器……我妈最喜欢
的就是那件华贵的旗袍了，上面
绣着百鸟朝凤的图样，金丝银
线，互相交叉，逼真极了，好看
极了！

绕过钟表馆，便来到了慈宁
宫。这里是前代贵妃的居所，当
时的孝庄文皇后等也在这里面住
过。

北京故宫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吸引了许多游客。这样的故
宫你喜欢吗？

（指导老师：路国红）

游故宫
暨阳实验小学（城中）小记者站 陈骏杰

牛奶是我们人类食品中重要的
营养来源，是我们儿童成长不可缺
少的营养佳品，它是如何来到我们
身边的呢？快快跟随我们融媒小记
者去探索吧！

星期天的早上，融媒小记者们
个个精神抖擞，身穿红马甲，头戴
小红帽，背着采访包，登上了去往
梁丰奶牛场的大巴。经过40分钟的
车程，我们来到了位于常阴沙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的梁丰奶牛场。

一走进奶牛场，我顿时感到
“牛气冲天”！在宽敞又明亮的牛棚
里，一头头身穿黑白相间花棉袄的
庞然大物正悠闲地甩着尾巴，看到
我们这群陌生小客人一点也不害
怕，好像还很欢迎呢！工作人员介
绍说这里的奶牛为中国荷斯坦奶
牛，俗称黑白花奶牛。每头成年奶
牛重约650公斤，高130厘米，平
均年产奶量5000公斤左右。我拿起
一把青草小心翼翼地伸到奶牛嘴
前，奶牛瞪着两只像铜铃一样的眼
睛，慈祥地看着我，慢慢地伸出
头，张开嘴巴卷起几根青草嚼起
来。我既紧张又兴奋，因为这是我
第一次与奶牛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让我感受到了奶牛浑身散发出来的
母性光辉。奶牛吃的是草，产的牛
奶却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从心
底里赞美它。

这次活动，我们还参观了机械
化采奶现场和奶牛的“后厨”，来到
梁丰生态牧业文化园，了解了梁丰
品牌的发展史。以前给奶牛吃的是
自己从田埂割的杂草，以手工方式
挤奶。现在采用的是全混合日粮饲
喂技术，吃的是进口天然苜蓿草，
喝的是源自长江的自来水，仿生按
摩进行自动化挤奶。生态养殖为奶
牛提供了一个舒适环境，促进了稳
产高产。

梁丰食品公司与外商合资，引
进了世界一流的牛奶全自动生产流
水线，奶牛场当天生产的鲜牛奶不
用经过长途跋涉而是直接冷藏运输
至梁丰食品工业园。鲜奶经过巴氏
杀菌、UHT灭菌和无菌罐装等工序
后，于当天加工生产成系列奶制
品，来到市民身边，最大程度地保
证了牛奶的新鲜和营养！我为我们
身边有这样一个生态牧场感到骄傲！

（指导老师：战秀姝）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
我要飞到各个角落，
去大自然中感受美丽。

我要飞到清澈的小溪旁，
观察它潺潺的流动。
看那奇形怪状的石头，
每块都让人流连忘返。

我要飞上碧蓝的天空，
感受那的每一朵云彩。
那云彩千奇百怪，
雪白雪白的，
好似美味的棉花糖。

我要穿过茂密的树林，
感受那清凉的微风，

呼吸那新鲜的空气，
抚摸那柔嫩的花草，
与它们谈天说地。

我要飞越瓦蓝的海面，
感受海水流淌的气息，
观察顽皮的小鱼小虾，
捡起令人恐惧的垃圾，
快乐地望着这片迷人的蓝。

我要来到那淡绿色的草原，
看看蒙古包，
和牛羊问好，
躺在草坪上舒舒服服地睡觉
……

（指导老师：徐芷毓）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
暨阳实验小学（城中）小记者站 常馨尹

“出发，目的地——狼山！”周
末，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我们一
家一起去爬狼山。

来到山脚下，抬头仰望，根本
看不见山顶，这让我胆战心惊。姐
姐鼓励道：“加油，你可以的！”我
自信地点了点头。

我们顺着台阶，慢慢往上爬。
一路上，树木郁郁葱葱，享受着阳
光的沐浴。偶尔传来几声鸟鸣，在
宽阔的山林中回响，愈发有鸟鸣山
更幽的意境。

“妈妈，我听见了小鸟优美的
歌唱声。”我和姐姐快速地穿过人
群，在一片大草地上，看见一棵参
天大树上停着几只可爱的百灵鸟，
叽叽喳喳地唱着歌。不远处，许多
人挤在一块，我们也跑过去。“这
里就是狼山的正中心，看这儿，这
是狼山的标志。”听着导游的解

说，我们来到了一座狼的雕塑前，
并与它合了影。

“哗哗哗”，是什么声音？我和
姐姐闻声赶到，原来是一条清澈的
小溪在山间流淌。抬头一看：瀑布
从山顶的断崖上飞流直下，像一条
透明的丝带。水打在鹅卵石上，

“嗞嗞”地绽开水花。我忍不住伸
手去触碰，一股清凉的感觉嵌入我
的手掌。我挽起裤管，踩在水里，
想看看有没有鱼虾。尽管身上湿了
一片又一片，但还是很开心。

我们趟着溪水，一路来到了山
顶。休息片刻之后，我站起来，看
了一眼脚下，不禁感叹道：“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狼山，不愧是“江海第一
山”，一个美丽又宁静的地方！

（指导老师：张洋）

狼山游记
乘航小学小记者站 吕佳菡

当我们在学校享用醇香甘甜的
牛奶时，有没有思考过，这些牛奶
是如何来到我们手里的呢？带着这
个问题，周日上午，我踏上了张家
港市融媒小记者赴“梁丰奶牛场”
的研学之旅。

“这比我看见的马还大！”进入
奶牛场，我们瞬间被奶牛们吸引住
了。面对一头头硕大的奶牛，小记
者们的好奇心和对动物天生的亲近
感完全被释放出来了。奶牛场王场
长带领我们一路参观，从挤奶区到
饲养区再到“后厨”，小记者们了解
到了奶牛从出生到喂养再到产奶的
整个过程。要是怕认不清哪一头牛
怎么办？不用担心，每头奶牛的耳
朵上都有属于它的专属号牌。看似
简简单单的养牛产奶，学问可真
大！怪不得每一头奶牛都长得这么
健硕，全赖于饲养员的精心照顾和
科学喂养呀！为了让奶牛们吃得饱
饱的，多产一些牛奶，小记者们争

前恐后地拿来了青草喂给奶牛吃。
看着奶牛们伸出长舌头把青草大口
大口地卷入嘴里，大家都乐得哈哈
大笑。

在参观完奶牛养殖区后，我们
来到了梁丰生态牧业文化园。在这
里我们了解了梁丰品牌的历史：从
开始的5头牛到现在存栏3450头奶
牛的现代化生态牧场，这期间梁丰
集团创始人蔡兴华爷爷的创业精神
和奋进力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大口吃草的奶牛、憨态可掬的
小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也是非常有“味道”的一次活动
——香甜的奶香味、小记者们的汗
水味、奶牛的特别之味、饲养员爱
的味道，融合成了梁丰奶牛场的特
别味道。这让我们体会到了，身边
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值得珍惜的，它
们背后都蕴藏着看不见、摸不着的
智慧和汗水。

（指导老师：周静）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融媒
小记者活动，既兴奋又好奇。
在大巴车上，我猜想着奶牛场
是不是像诗中写的那种“风吹
草低见牛羊”的场景。

可是一进入奶牛场，迎面
扑来一阵酸臭味。在王场长的
带领下，我们进入了牛棚。这
时，酸臭味越来越浓烈，过了
好一会才适应。在这里工作的
叔叔阿姨可真不容易呀！

敞亮的牛棚整洁有序，奶
牛从栏内探出头来，身上黑一
块白一块各不相同，时不时发
出“哞哞哞”的叫声，仿佛在
跟我们打招呼。每只牛耳朵上
都有黄色的标牌，我拿草喂的
是编号20625的奶牛，这串数

字意味着它是2020年出生的
第625头奶牛。一头奶牛每天
要吃130元钱左右的饲料，每
天挤3次牛奶。我们张家港所
有学校的学生奶都是由梁丰牛
奶提供的，太了不起了！

王场长给我们介绍，奶牛
场目前一共有 3450 头奶牛。
奶牛场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
头小奶牛，过了两个月只存活
下来3头。可是奶牛场的工作
人员并没有放弃，他们发扬不
服输、不怕苦的精神，一步步
将梁丰牛奶场打造成现代化的
规模奶牛场。这种勇于开拓、
不怕困难的精神，值得我们好
好学习。

（指导老师：战姝秀）

了不起的梁丰奶
外国语学校小记者站 许梓辰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拥有上
下五千年历史。在历史的长河
中，我们的先辈凭借着惊人的智
慧与勤劳的双手，为我们创造、留
下了无穷无尽珍贵的世界文化遗
产。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家
乡的苏州园林。

苏州园林是江南园林的杰出
代表，它古朴静雅、美轮美奂，其
中以狮子林、沧浪亭、拙政园和留
园四大名园最为著名。拙政园是
面积最大的一个，它被誉为“中国
园林之母”，在1997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公元1509年，明王朝一位高
官因官场失意而回归故里，以一
座寺庙为旧址，开始与画家文征
明一起修建拙政园。历时十年，
终于建造完成。拙政园占地
52000平方米，分为中、东、西三
大区域。

步入拙政园东园，一座座平
冈远山、一片片松林草坪和竹坞
曲水映入眼帘，真是一幅明快开
朗的图画；到了中园，池水错落，
占了园子的三分之一。东西两座
假山隔池相望，池水清澈广阔，遍
植荷花，还有青蛙和虫儿不知藏
在哪儿，争相鸣叫。水岸藤萝纷
披，两山溪谷之间架有小桥。白
墙黛瓦、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围
着池水错落有致，倒映在池水中，
别有一番情趣。置身园中，吟诗

作画寄情山水，这种精致的生活
方式，融化在苏州园林的亭台楼
阁之中。

小飞虹是苏州园林中极为少
见的廊桥。朱红色的桥栏倒映在
水中，水波粼粼，宛若飞虹，故以
为名。古人以虹喻桥，用意绝
妙。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鸣叫，
一只水鸟猛地扎进水里，一眨眼
的工夫，又猛地飞起，嘴中居然多
了一条鱼儿，水中的倒影瞬间碎
成无数片，池水泛起层层波纹，不
一会儿，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西有小飞虹，中有听雨轩。
听雨轩位于嘉实亭之东，与周围
的建筑用曲廊相连，轩前一泓清
水，水中植有美丽的荷花仙子，池
前轩后都有“大扇子”芭蕉。每逢
下雨，听雨轩更具古典风雅之美，
细雨蒙蒙，雨点打在翠竹上发出

“嗒嗒”声，落在荷叶上发出“啪
啪”声，落在芭蕉叶上发出“沙沙”
声，浇在飞檐、瓦片上发出“哗哗”
声，随着听雨人的心情不一，都能
听到各具情趣的雨声，美妙绝伦。

拙政园中还有许多美景令人
流连忘返，它以水为主，疏朗淡
然，近乎自然的园林风格，表现出
中国古代文人超脱的审美意境。
拙政风情，正是古人超人智慧与
勤劳的完美结晶。拙政风情，让
人沉醉！

（指导老师：闻红艳）

读完法布尔的《昆虫记》，我
对那些小虫子依然一知半解，直
到来到这里——南京紫金山昆虫
博物馆，我才明白那座百虫乐园
的意义。

这是一座坐落在绿树丛中的
“美丽建筑”。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把馆内的标本、活体好好地

“巡视”了一遍。有活的昆虫，在
玻璃柜里又爬又跳又叫的；有做
成标本的昆虫，放在架子上栩栩
如生；还有放大的昆虫模型，可以
让我们更好地观察。

通过参观，我知道了有触角
和三对足的叫做昆虫，看到了善
于伪装的竹节虫和枯叶蝶，不仔
细看根本找不出来；还看到了被
称为昆虫界的三大“男高音”蟋
蟀、蝈蝈和油葫芦，它们在玻璃缸
里，歌声此起彼伏，唱得可欢哩！
我还亲手捧了蜥蜴宝宝，它太萌

啦！那小肚子无比的柔软，跟把
一大块果冻放在手上的感觉没什
么区别。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吉丁
虫模型了，它身上的甲片可是由
吉丁虫的小小吉丁片一片一片拼
起来的，一共用了两万多片吉丁
片呢！真是太不容易了。

很快就到了制作标本的时间
了，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蝴
蝶。我们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把蝴
蝶的本体和翅膀固定好，然后烘
干，标本就制作好了。哇！那灵
动的翅膀，纤细的触角，仿佛在阳
光下翩翩起舞，看着自己的作品，
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这次研学让我大开眼界，原
来昆虫的世界如此奇妙。在以后
的生活中我应该细心观察，多多
探索学习，丰富我的大脑，争取让
自己学得更多，懂得更多！

（指导老师：左琦）

走进昆虫的世界
乘航小学小记者站 周健熙

牛气冲天的奶牛场
外国语学校小记者站 钱菲阳

拥有快乐的童年很重要
——读《能闻出孩子味儿的乌龟》有感

乘航小学小记者站 毛梓馨

这场活动有“味道”
外国语学校（北）小记者站 杨家印

拙政风情
实验小学（东）小记者站 李泓佑

参观梁丰，收获放心
城南小学小记者站 丁裕容

校园安全在我心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江晓可（指导老师：盛宇）

初夏的上午，阳光明媚。我们
融媒小记者们坐着大巴车去往梁丰
奶牛场。想着马上就可以看到奶
牛，我的心情很激动。

进奶牛场参观必须先按照流程
进行消毒，避免将细菌或病毒带
入。消毒完毕后，我们来到了一座
宽敞房子的二楼。透过玻璃往下
看，我们看到了工作人员在操作机
器为奶牛挤奶。工作人员为每一头
奶牛擦拭干净奶头后，再接上挤奶
器，模拟小牛犊的吮吸频率，这
样，奶牛们在挤奶过程中会非常享
受。

在奶牛住的牛棚里，我们每人
都可以抓一把草去喂奶牛。近距离
地看，奶牛很高大，我有些害怕，
便把草扔在了地上，让它自己吃。
接着，我们到了养小牛的地方，小
牛比成年的金毛犬还要高大，但萌

萌的很可爱。
最后，我们来到草料堆场。

那里堆着厚厚的草料，味道酸酸
的。王场长介绍说：这些是玉米
秸秆，当玉米长到七八分熟的时
候，就收割下来，用机器打碎成
小秸秆，压实发酵成青贮饲料，
这是奶牛们最喜欢的“美食”。另
外一边，堆着的是青苜蓿，是专
门从美国、澳大利亚进口为奶牛
们补充营养的。

当听到梁丰乳业是从最开始的
5头牛发展到现在的3450头牛时，
我不禁感叹：我们张家港的乳业企
业发展得如此迅猛，真让人自豪！

通过这次参观，我直接看到了
梁丰牛奶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样
的本地牛奶，让我喝起来更放心！

（指导老师：王燕）

荷塘月色
江帆小学小记者站 季宸源（指导老师：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