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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
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描写了
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9月
24 日至 25 日，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市青果儿农
庄”，近100名《朔州日报》小记者及部分家长徜
徉在这片金色的田野里，挖土豆、拔萝卜、碾豆
豆、拾豆豆、犁地、磨地，忙得不亦乐乎。

久居城市的孩子们乍入农庄，兴奋之余溢
于言表，这里摸摸，那里看看，一个土炉也能研
究半天，一堆沙土、一池雨水也能玩出新花样，

“兔子乐园”的周围也仿佛涂上了胶，把孩子们
的脚步粘住了，只看见人与动物热火朝天地“交
流”着，小兔子砸吧着嘴，孩子们乐开了怀。

活动正式开始之前，高老师耐心细致地给
孩子们讲了土豆、胡萝卜等农作物的种子形状、
种植技巧、生长周期、果实形态、营养成分、食用
好处等等，给孩子们饱食了一顿“知识大餐”。
随后，孩子们在老师和农场人员的带领下，来到
一块肥沃的土地里。来不及听专业人士讲解，
就拿起小铲子，对准长势喜人、根蔓粗壮的土豆
苗，大朵快颐地“工作”起来，不一会儿就找到了

“地下黄金”——几个大小不一的土豆，高兴得
手舞足蹈。没拿到小铲子的孩子们，也不甘示
弱，两手抓住土豆结实的“腰身”，使劲儿一拽，
一个睡眼惺忪的土豆就破土而出了。老师告诉
孩子们，这样强势“请”出来的“客人”，很容易有
漏网之鱼。于是，孩子们又开始和地下的土豆
玩起了“捉迷藏”。在孩子们的合力配合下，一
个个“东躲西藏”的土豆被孩子们请到了太阳底
下，接受阳光的沐浴。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开
心地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土豆跑到我面前说：

“老师、老师，你看我们挖到一个米老鼠，他挖到
一只唐老鸭”。是啊，这就是孩子们的世界，他
们可以透过任何事物发现其中的奇思妙趣，观
察力、感知力、想象力、创造力、模仿力也正是源
自于这样的实践过程。

接下来，孩子们还分组体验了拉碾打场、收粮
回仓以及拉耙磨地、扶犁耕田的劳动情景，这些体
验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粮食的珍贵和丰收的快乐，也
懂得了劳动者的辛苦。最后，孩子们还品尝了自己
的劳动成果——烤土豆、炸薯条、打豆浆，饱餐之
后，带着满满的幸福感、成就感踏上回家的路。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每一位
劳动者都是伟大的，无论大人孩子。他们在用双
手创造的那一刻，就将自己放在了主人翁的位置，
放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赤子仁心当中。一
次小小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体会到了做任何事
的全过程——设立目标、笃定前行、实现梦想、享
受成果，并全然沉浸在这条河流里默默耕耘，从而
养成踏实、沉稳、务实、谦卑的人生品格。

收获是一条幸福的河，那是从起点到终点
且淌过过程的一条河。最迷人的享受在过程，
最醉人的甜蜜在结果，最动人的奋斗在起点。

收获是一条幸福的河
赵珮言

小农民
市九小五（3）班 白美爔（本报小记者）

今天，我们《朔州日报》小记者要当一次小
农民，到青果儿农庄挖土豆、拔萝卜、打豆豆，真
实感受农民伯伯春播夏种的辛勤劳作与秋天丰
收的喜悦。

农场可真大呀，一眼望去到处是农作物。
有红的发亮的圣女果、紫色的茄子、橙红色的胡
萝卜、半绿半黄的土豆苗……还有蹦蹦床、荡秋
千、滑坡……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书写着“省级
研学教育基地”的大舞台。原来这个农场是科
技农业试验基地。

通过农场高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这里
所有的庄稼都是纯天然的，是经过省农科院教
育机构检测合格，完全没有农药的绿色农庄。

挖土豆环节到了，老师给我们每人一把铁
锹，并详细地介绍了挖土豆的方法。要把铁锹
插进地里，使劲用脚踩进土里一挖，几个特别大
的土豆就跳出来了。我们发现有的土豆是黄色
的，有的是红色的，红土豆味道更加鲜美，营养
价值也高，这是我第一次在劳动中学到的知识，
所以铆足了劲儿，转眼就挖了两大口袋。

在萝卜地里，我们的干劲儿不亚于挖土豆，
要想把萝卜连根拔起，还得掌握一定的技巧，因
为有的萝卜深深地扎根地下，仿佛在向我们宣
战。不愿意服输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萝
卜拔出来，为此还摔了个四脚朝天，搞得浑身都
是泥土，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劳动的热情。

开始打豆豆了，我们10个人一组，拉着第一
次见到的石碾子，经过循环往复碾压，把豆子从
豆荚里碾出来。一个小组的小记者疯狂地捡豆
子，生怕落后于别人。

在劳动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早已烧熟了土
豆，捧起熟透了的土豆，我们开心地笑着、大口
地吃着，加上老师们精心准备的秘制酱菜，感觉
今天的土豆比以往的更加香甜。

今天的活动，不仅让我体验到了农民伯伯的
辛苦劳累和田园的快乐，还认识了农耕工具，更让
我学习到了丰富的农耕文化，感悟到了科技农业
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市五小五（2）班 符铭（本报小记者）

9 月 24 日，我与《朔州日报》小记者们一起
来到了青果儿农庄，参加“我是快乐小农夫”社
会实践活动。

一进农庄的大门，就看到三个小房子，我迫
不及待地跑过去，原来小房子是小动物温暖的
家。第一个房子里住着小兔子，正在慵懒的打
瞌睡。第二个房子里住着荷兰猪，一直躲在房
子里，它是在害羞吗？第三个房子里有好多小
鸡在笼子里跑来跑去，活泼极了。

过了一会儿，老师宣布集合，我们分好组，高
老师给我们开始讲解农耕文化。土豆也叫马铃
薯，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四大粮食作物里排第
三。老师讲完后，我们到达土豆田，开始挖土
豆。左看右看却没看到土豆的影子，工作人员指
了一下，原来农场的叔叔为了我们劳动轻松一
点，提前把长势比我们还要高的土豆苗拔掉了。
高老师告诉我们土豆的具体位置，我便拿起铁锹
挖下去，别说，一会儿的工夫，就挖了半袋左右。

挖完土豆，便开始拔萝卜，嘿呦嘿呦拔萝
卜，我铆足了劲儿拽住它的茎拔，竟然拔断了，
我开始有点儿惋惜这颗萝卜，拿起铁锹挖开土，
把这颗萝卜拔了出来，嗨！个子还不小呢。

打完豆子后，我们飞奔到挖土豆的地方，吃
起了烧土豆，我把土豆和咸菜拌在一起，美味十
足。吃完还有一丝丝回甘，这毕竟是我劳动了
一下午的成果。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一日三餐的柴米
油盐都离不开农民伯伯的辛苦劳动，而我们吃
的、剩的、丢的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的汗水，以
后一定要珍惜粮食，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我是快乐小农夫
市实验小学三（10）班 贾晟睿（本报小记者）

星期天的早上，我和妈妈带着妹妹来到青
果儿农庄，共同体验小小的农夫生活。这可是

《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倍
受大人孩子欢迎的体验课堂。

活动开始后，老师先给我们讲了土豆的种
植方法、生长周期和营养价值，并给我们每人发
了一把铁锹。走进田地时，远远就看见一行行、
一垄垄的土豆苗斜卧在田野上，享受着阳光的
沐浴。来到跟前时，发现这些秧苗勾肩搭背、盘
根错节，很难准确找到土豆的位置。根据老师
的指令，我们开始了“寻宝”行动。先将攀附在
一起的秧苗分开，找到目标秧苗，顺着它的根
部，轻轻地将泥土一层一层地扒开。我用铁锹
试着铲了两三下，惊喜地发现土豆露出了小脑
袋。高兴之余，扔掉铁锹，两手开始挖土，终于，
第一个土豆问世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哈哈，居然有五六个，我高兴地幸福满满。

随后，我们来到萝卜地。哇！胡萝卜的叶
子好浓密呀，郁郁葱葱的。从外面看，一点缝隙
都没有，简直就是一块绿色的大地毯。看着同
学们手中鲜嫩的萝卜，我好羡慕呀！于是，不管
三七二十一，抓起茎叶猛地一拔，不好，茎叶被
我拽断了，而萝卜还在泥土里，仿佛在对我笑。
我心想：“得赶紧把萝卜挖出来，我可不想大事
不犯，小事不断”。于是，我手脚并用使劲儿刨
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看见萝卜的影子。
就在我即将爆发的一瞬间，老师用铁锹把土铲
松，让我用手去拔萝卜。咦，萝卜很轻松地到了
我的手上，原来是我的方法不对。

接下来，我们又要去捡豆豆了。捡豆豆的
前提是分离豆豆。于是，我们来到一个石头碾
子旁边，10个人一起来推这个碾子，有在前面拉

碾子的，有在后面刹车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终于用碾子把豆子分离出来。然后，老师给我
们发了盒子，让我们拿着盒子去装豆豆。刚刚
倾尽全力拉碾分离豆豆，现在又要弯下腰去捡
豆子，妈呀，我的腿都在打颤，干脆坐在地上捡
豆豆吧。同学们的手快极了，像小鸟啄食一样，
一次一个准儿，我丝毫不敢怠慢，咬牙克服身体
上的不适。终于，我的盒子里也躺满了豆豆，望
着这一盒“胖娃娃”，心里乐滋滋的。

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分享着自己的劳动
成果，虽然身体有点儿累，但心情特别美好，这
真是一次开心的农夫之旅。

快乐的小农夫
市四小四（8）班 焦筱珃（本报小记者）

9 月 25 日上午，我们《朔州日报》小记者来
到了青果儿农庄，挖土豆、拔萝卜、碾豆子、犁田
磨地，切切实实做了一回小农夫。

活动开始后，农场高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土
豆、萝卜、豆子的生长周期、营养价值等相关知
识。老师的讲解让我明白：原来，农业知识这么
丰富。讲解结束后，我们每人领到一把小铲子，
一行人浩浩荡荡进入土豆地，开始挖土豆。根据
老师的指引，我们要先找到土豆秧，用铲子对准
秧苗的根部踩下去，包裹秧苗的土就被刨起来
了。这时候，扎根浅的土豆就会露出它的“小脑
袋”，扎根深的土豆几铲子下去都难觅踪影。我
来到一株长得壮实的秧苗前，用手把它扶起来，
准确地找到它的根部，用小铲子一下一下地挖，
挖着挖着土豆就露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
……哇塞，足足六个大土豆。哈哈哈，真是太高
兴了！我感叹种子伟大的同时，也感叹科学种植
带来的丰硕成果，以及农民伯伯对庄稼的辛勤养
护。土豆皮的颜色呈土黄色，使劲摸还能摸掉皮
儿露出皮下滑滑的土豆肉，晶莹碧透的。我越来
越喜爱这些给我们提供营养的小土豆了。

最后，农民伯伯还给我们烧了土豆、炸了薯
条，大家边吃着美味，边分享着彼此的劳动成
果，真是开心极了。另外，我们还拔了萝卜，碾
了豆子，看到了农场的小鸡、兔子、荷兰猪。

活动结束了，我既收获了好奇、开心、愉悦，
也感受到了农民伯伯劳动的辛苦，真是有意义
的一天。

有意义的活动
市实验小学四（6）班 兰澜（本报小记者）

一个烈日当头的上午，我们《朔州日报》小
记者们穿着显眼的红马甲来到了青果儿农庄，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挖土豆、拔萝卜活动。

别看是个小农庄，这里的农作物还挺多，
土豆、胡萝卜、豆子、西红柿、西瓜长势喜人；可
爱的小兔子、“小猪佩奇”，毛茸茸的小鸡欢喜雀
跃；娱乐项目滑草、荡秋千、水枪大决战引人耳
目。在等待大伙儿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玩得
不亦乐乎了。

集合完毕后，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土豆、胡萝
卜的营养价值和种植方法。随后，我们跟随老师
来到一片很大的田里挖土豆。看着小记者们精
准地挖到土豆并发出开心的笑声时，我有点儿着

急。老师讲解挖土豆的技巧时我没有认真听，所
以，拿着铲子在田里不停地转圈圈，这里铲一下，
那里铲一下，始终不得要领，挖了半天，啥也没挖
到。我生气极了，把铲子往地里一戳，再一翘。
一个超大的土豆就打到了我的脑门儿上，我被吓
了一跳。后来，老师告诉我们挖土豆的技巧，首
先找到土豆苗，然后对准秧苗的根部往下挖就能
找到它们的踪影。知道了技巧再开始挖土豆，速
度和质量就显现出来了，不一会儿，我们的土豆
就堆成了小山。经过比拼，我们这一组，还是贾
晟睿的妹妹最厉害，挖出了好多“土豆王”。

挖土豆结束后，我们又去拔萝卜。我很幸运，
拔出了两个大萝卜，像一对双胞胎一样可爱。我
高兴地把这对“双胞胎”放到了胡萝卜堆里，有种
送迷路的宝宝回家的感觉，很有成就感。接下来，
到了打豆豆环节了。我们10个人拉着碾场用的石
碾在晒干的豆荚上滚，干豆苗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哇，豆荚的衣服破了，豆子从里面蹦了出来，快乐
地跳起了舞。伴随着我们拉碾的速度，它们欢快
地跳到了我们的脚下。我们一窝蜂地扑上去，快
速地捡起了豆子。不一会儿，我们就捡了满满一
盒，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很满足。

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劳动实践课，不仅让
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还得到了锻炼。
同时，享受到了收获的快乐和甜蜜。

幸福的味道
朔城区九小五（4）班 荆致辉（本报小记者）

在这晴空万里的秋天，《朔州日报》小记者
站又组织开展新的活动了，当我知道是去青果
儿农庄当小农夫，便立刻让妈妈报了名。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来到了青果儿农庄。
整好队后，农庄高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解了土豆
的营养价值，“哇，一个不起眼的土豆竟如此重
要。”随后，老师又讲了胡萝卜有丰富的叶黄素，
对眼睛很好。

讲解完后，我们就开始挖土豆了。首先用
铁锹对准空地，把右脚放在铁锹边上用力向下
踩，顺势用力把土挖出来，再蹲下仔细寻找有没
有土豆。一开始总是挖不到土豆，后来我们发
现在凹凸不同的地方，有土豆的几率更大。发
现了这个奥秘，我们挖出的土豆更多了，等去挖
胡萝卜时，已经有满满两大袋土豆了。来到了
胡萝卜地，我们按照挖土豆的方法，很快就挖出
很多胡萝卜。随后我们又去打豆豆了，很多人
一起拉动碾子来打豆豆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
集体的力量之大。最后，我们收获满满，每个人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又累又饿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去吃烧土豆、
炸薯条，喝自己打的豆豆做的豆浆，我们仿佛是
听到了天籁之声，欢快地排好了队准备领取食
物。烤土豆配什么菜？秘制酱菜。我们异口同
声地回答着。我们领好了食物津津有味地吃起
来，觉得此时的烤土豆、炸薯条和豆浆比任何食
物都要美味，这大概就是幸福的味道吧！通过
自己劳动获得成果，亲自感受到了“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体会这
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幸福。

太阳西斜时，我们带着各自的劳动果实准
备回家，心中很是不舍，下次有机会我还要来当
小农夫。

我是快乐“小农民”
朔城区四小五（16）班 刘静（本报小记者）

9 月 24 日，《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我们
来到青果儿农庄。原本我是抱着玩耍的心情来
的，难道这是要干农活吗？根本就没干过农活
的我，既好奇又兴奋。我们站在田间地头，个个
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土豆地。我已
经迫不及待了，想马上去挖土豆。老师安排完
后，我马上跑到地里开挖，挖着挖着，感觉有一个
硬硬的东西，心想：我终于挖到土豆了。刨开土
一看，大失所望，怎么会是石头？扔掉石头，正准
备去别的地方挖，老师笑呵呵地说：“土豆都藏在
藤下呢！把藤拔起来，就可以看到土豆了。”我照
着老师的方法，把藤拔了起来，怎么才一个小土
豆？我正准备寻找下一个目标，老师把我叫住
说：“藤的周围有很多土豆，你去藤的周围挖挖，
一定可以收获满满。”于是我又返回原来那个地
方，从四周挖起来，真的挖到了五个土豆，还挺
大。真是喜不自禁啊。接着我们又拔萝卜、捡豆
豆、学耕地，忙得灰头土脸、腰酸背痛，感觉好辛
苦。不过，辛苦归辛苦，心里却美滋滋的。

“烤土豆熟啦！”远处有人在喊。还别说，真
有点饿了。烤土豆很香，炸薯条味美，鲜豆浆甘
甜。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心
情很复杂。原来，美味是这样来的。

这次活动我收获满满，体会到了农民伯伯
的不容易，以后我一定不会浪费粮食，努力学
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让农民伯伯不用这
么辛苦，用先进的机器去农作。

第一次当农民
市实验小学五（1）班 马若涵（本报小记者）

9月 25日上午，我兴高采烈地跟随《朔州日
报》小记者们参加“我是快乐小农夫”社会实践
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当农民，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一大早，我就催促妈妈送我去指定农场
——青果儿农庄。小记者们跟我一样，像放飞
的鸟儿在偌大的农场里欢欣雀跃、东奔西跑，笑
声伴随着微风在天空中飘荡。

活动一开始，高老师就给我们讲解了土豆、
胡萝卜和豆子的营养价值。哈哈，原来我们每
天吃的都是“地下黄金”，每一种食物营养价值
都特别丰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挖土豆，挖土
豆可是一项技术活。老师告诉我们，需要先找
到土豆的“老家”，然后用脚使劲踩下铲子，再用
力一撬，将覆盖土豆的土壤铲起来放在旁边，反
复几次之后，就找到深藏在土里的土豆。我按
照老师教的步骤，用劲儿铲土，终于一个、二个、
三个土豆被我找到了，我很开心，干劲儿更足
了。一会儿，就把袋子装得满满的，提起它试了
试，哇塞，好重呀！有了之前的经验，拔萝卜就
有了窍门了，一铲、一拔，三五下就拔起来了。

碾豆豆是一项体力活儿，庞然大物似的石
碾子矗立在一旁，我们好奇地推了推它，纹丝不
动。于是，就改变策略，采用团体合作的方式撼
动它。八个人在前面拽着绳子用力拉，让它在
晒干的豆苗上滚动，两个人在后面拉着绳子做

刹车。刹车只有在石碾子即将碰到拉碾人的腿
脚时才启动，否则，就是拉同伴的后腿。作为刹
车手，我比较轻松，只有在终点时稍稍发挥了点
儿作用。经过我们的努力，胖乎乎的豆豆蹦蹦
跳跳地探出了头，看着活泼可爱的豆豆，我们忍
不住下手去抓它们，不一会儿，每个人的盒子里
就住满了小豆子。

劳动了一上午，老师们为我们这些“劳动
者”准备了丰富的午餐——炸薯条、烤土豆和豆
浆。所有的制作材料都是我们的劳动所得，吃
着香甜的美食，我感受到了劳动者的喜悦。

虽然我是第一次当农民，但却真实地体验
到了农民的辛苦，也体验到了大自然给我们带
来的无尽乐趣。

变身“农民”
市二小六（6）班 尹晓琪（本报小记者）

今天天气晴朗，我早早起床，与《朔州日报》
小记者站的老师们，一起去青果儿农庄，体验农
民伯伯的辛苦，感受丰收的喜悦。

一进农庄，放眼望去，一片丰收的景象。一
阵微风拂过脸旁，一股淡雅的清香扑鼻而来。
小记者们都向一个方向跑去，我一看，原来那儿
是一些造型美观的小房子，里面住着小白兔、小
鸡，还有荷兰猪。

等小记者们集合后，一位高叔叔为我们讲
解今天的活动规则及农耕知识。我们明白了这
里种的都是纯天然农作物，没有农药，是经省农
科院检测合格的。过了一会儿，高叔叔带我们
一起去了土豆地，我和 3 位小记者一起挖土豆，
我们很卖力地干着，不一会儿，一大袋土豆横空
出世。接着，我们还进行了拔萝卜、打豆豆环
节。最热闹的就是吃烤土豆了，小记者们围成
圈，尽情地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有火烤的
土豆派，秘制酱菜相伴；有油炸的薯条，番茄酱
相拥；加上我最喜欢的鲜豆浆，长这么大，第一
次享受这种人间美味。

今天的活动，让我过了把农民瘾，通过劳
动，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收获了劳动成果
带来的快乐，更明白了节约粮食是最大的美德，
我要从自身做起，做节约粮食的小达人。

挖土豆
市实验小学三（5）班 支彬开（本报小记者）

今天下午，《朔州日报》小记者实践活动又多
了一个好玩的项目——挖土豆。

经过了几分钟的路程，我们终于来到了目
的地。刚进去，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眼前
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路边的稻子长得快有小孩
的一半身高。看到这个场景，我心中不禁感叹：
农民伯伯真伟大!

活动开始前，管理员高老师给我们讲解了
萝卜、土豆和毛豆的习性。我们知道了：土豆生
长的周期为 120 天，足足有五个多月，而且我们
吃的土豆的部位则是它的块茎。萝卜的生长周
期为140天，比土豆整整多了20天。

活动开始了，老师给我们分发了铁铲，来到
土豆田。刚到田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找见一
个土包就奋力挖了起来，本以为下面有很多大
土豆，结果，只挖到了一个小土豆。但我依旧信
心满满地寻找下个目标，这时，妈妈对我说：“土
豆都在苗下面，只要把苗拔出来，下面就有土豆
了。”于是，我按照妈妈的方法，找准一个土豆苗
用力往出拔。果然，苗下的土豆大小不一、摇头
晃脑地露出了笑脸。接下来，我们又进行了拔
萝卜、打豆豆环节，伙伴们都收获满满。

活动的最后，我们吃着香喷喷的烤土豆、炸
薯条，喝着甜甜的豆浆，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
苦和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不仅要珍惜
粮食，更要好好学习，发明高科技农具，让农民
伯伯们更科学、更简单地种植，让他们有一个更
好的收成。

第一次挖土豆
市八小四（1）班 尹晓芮（本报小记者）

今天是《朔州日报》小记者的又一次户外活
动——青果儿农庄劳动大体验。

来到农庄，放眼望去，一片耀眼的彩色，有
玉米的黄、萝卜的绿、茄子的紫、圣女果的红，仿
佛是一幅五彩绚烂的美丽图画。

在活动开始前，我们站在研学实践基地的
大舞台上，农场的高老师为我们讲了土豆、萝卜
的生长周期、营养价值等，我听得心不在焉，迫
切地想去挖土豆了。

第一个活动环节就是挖土豆，我们兴高采烈
地来到地里，地里全是枯萎的土豆苗，刚开始我是
不认识的，老师告诉我们从土豆苗的颜色就可以
辨别成熟了没有。本以为土豆应该是长在苗上
的，结果老师告诉我们土豆长在苗下面，深藏在地
底下。只要从土豆苗往下挖就可以看到土豆，挖
的时候不能太贴近土豆苗，这样可以保证土豆不
被挖坏。这时高老师走了过来，给我们讲了土豆
的所有品种，而农场就有两种土豆，一种是黄土
豆，一种是红土豆。相对来讲，红土豆的营养价值
比较高。我手拿铁锹，瞄准土豆苗，用脚踩铁锹，
使劲一掀，看到苗下边的土豆一个个地跑出来了，
我把土豆捡起来放到袋子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我继续挖，看看坑里是否还藏着土豆，果然，我又
挖到好几个土豆。让我吃惊的是还有紫色和红色
的土豆，我本以为紫色的是紫薯，红色的是红薯，
可是一问老师才知道它们都是土豆，我想他们应
该是双胞胎吧，因为长得那么相似。

接下来，我们还进行了拔萝卜、打豆豆、吃
烧土豆环节。我和小记者们尽情享受着自己的
劳动成果，那叫一个美味……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就到了回家的时
候。今天在这里，我认识了土豆的品种，知道了
土豆的营养价值，体会到了农民伯伯劳动的辛
苦，也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9月24日至25日，《朔州日报》小记者走进青果儿农庄，开
展“我是快乐小农夫”社会实践活动。

走进农庄，小记者们聆听了高老师有关土豆的知识小科
普，了解了土豆的生长周期和种植方法。小记者们带着探索的
心情开始了挖土豆环节。挖土豆不仅让小记者们学会了劳动
技巧，体验了秋收的乐趣，同时学会了土豆的“团结”和“爱”。

愉快的挖土豆环节过后迎来了拔萝卜环节。在绿色萝卜
叶子下，小记者们蹲下身子，双手抓住叶子，使劲往上拔，又大
又嫩的萝卜被拔出来了，小记者们带着自己的战利品说不出来
的激动，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在最期待的打豆豆环节，小记者们认识了一个很古老的工
具——石碾，它是通过人力使碾砣转动，从而把豆子、谷物等破
碎或者去皮，今天就是要给豆子去皮。通过打豆豆环节，培养
了小记者们的专注力和动手能力，深刻体会“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内涵。

最后，孩子们品尝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美味的烧土豆，大家
吃得津津有味，即使变成了小花猫但也是幸福的。

活 动 点 评

“““我是快乐小农夫我是快乐小农夫我是快乐小农夫”””
——《朔州日报》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走进青果儿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