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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地千里：赤：光秃秃的；赤地：
寸草不生的地面；千里：广阔的区
域。形容遭受严重的虫灾、旱灾或战
乱等灾害后，大面积农田寸草不生，
非常荒凉的景象。出处：《新五代史·
唐庄宗纪上》：“克用兵大掠晋、绛，至
于河中，赤地千里。”近义词：不毛之
地。反义词：郁郁葱葱。常作谓语、

分句、定语。“赤地千里”和“不毛之
地”都指不生长草木庄稼的土地和地
方。区别在于：“赤地千里”侧重指严
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土地寸草不生的
荒凉景象和严重后果；而“不毛之
地”侧重指土地贫瘠、荒凉。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今天阳光明媚，我的心情也非常
快乐，因为我要去清河寺水稻试验基
地，参加《朔州日报》小记者“探索稻谷
的生命之旅”社会实践活动。

来到试验基地，望着在太阳下闪
亮的水稻田和手中绿油油的水稻秧
苗，我对种水稻有了期待。心想着，种
水稻那还不简单？于是，我便毫不犹
豫地走进水稻田。田里的水看起来凉
凉的，下去却发现水是温温的，泥土软
软的，很好玩儿。

当我还沉浸在种水稻容易的幻想
时，现实给了我沉重一击。当我种了一
半才发现，我先前种的水稻有的像小鱼
一样浮了起来，有的沉了下去，再看看
别的伙伴种的秧苗却像一棵大树立在

那里，我有些困惑，便请教了一位朋友，
朋友说，因为水中的泥有很强的粘性，
所以要把秧苗插进土里面，我听后便照
着办，果然秧苗乖乖地站了起来。有了
第一个“成功案例”，我便越干越起劲，
不知不觉已经把一整块稻田都种完了。

种完水稻后，我们累得满头大汗，
看着劳动成果，我们非常开心。绿油
油的水稻秧苗随风舞动，我们仿佛看
到秋天那金黄的稻田在阳光下低着头
迎接收获。最后，我们品尝了香喷喷
的米饭。

稻田，一个充满奇妙幻想的地方，
我们喜欢你。

市五小四（2）班 张国徽（本报小
记者）

记忆深处的水稻田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儿童节，我们
《朔州日报》小记者在老师的带领下乘
坐大巴车来到清河寺水稻试验基地，
参加“探索稻谷的生命之旅”社会实践
活动。

首先我们参观了育苗大棚里的秧
苗，老师介绍说：“同学们，这就是水稻，
它可不是一般的水稻，这是袁隆平爷爷
发明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老师
在滔滔不绝地讲着，突然停顿了一下
说：“大家知道水稻产自哪里吗？”“水稻
产自中国！”大家回答。“对，水稻历史悠
久，至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国际上达到了
较高的产量。农民伯伯插秧是很辛苦
的，好了，我们出发去插秧吧！”

我们来到田里，老师先给我们讲
如何插秧，然后再让我们去体验插
秧。插秧开始了，我边插秧边想：插秧
也容易，这不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嘛？
一点也不像老师说得那样辛苦。可
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我慢慢
觉得这插秧真是一件苦差事。因为田

里的水太深了，我手里的小秧苗太短、
太小了，稻田被水浸泡着，泥土又太软
了，在我没插好秧苗时，秧苗就会倾
倒。我继续弯下腰插着秧，不一会儿
就汗流浃背。在我伸腰往后插秧时，
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原来我的脚被
泥粘住了，唉，插秧也太难了。

插秧结束后，老师给我们每一个
人端来一碗米饭，这是基地用去年成
熟的稻米煮的。我累坏了，肚子也饿
坏了，闻着醇香的米香味，一口气把一
碗米饭吃了个精光。咦，今天的米饭
怎么有一种不一样的美味呢？在一阵
阵欢声笑语中，今天的活动结束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希望
农民伯伯年年都有好的收成。看着碗
里的米饭我心想：这香甜的米饭是农
民伯伯辛勤劳动换来的，每一颗粮食
的成熟都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一定要
从小养成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

市八小三（3）班 王令仪（本报小
记者）

特殊的“六一”儿童节

在我们家中的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弟弟的踪
迹。那个胖胖的身影，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提到食物，眼睛就
会亮起来。于是，家人给他起了一个昵称——“贪吃羊”。

电视机前，弟弟总是一边看着喜欢的动画片，一边不停
地从零食罐中掏出零食，嘴里嚼得嘎嘎响。饭桌上，他总是
第一个坐下，最后一个离开，碗里的饭菜总是吃得比其他人
多。尽管妈妈经常告诫他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但他总是笑
嘻嘻地表示下次会注意。

家中的人对弟弟的贪吃行为有着各种反应。妈妈经常
轻声提醒他要注意饮食，不要吃得过饱。而爸爸则常常笑着
说：“这孩子，胃口真好。”但我们都知道，弟弟对橘子有着难
以抗拒的喜爱，每次妈妈买回橘子，他总是第一个冲到果篮
前，像一只小羊看到了美味的小草。

对于弟弟的贪吃行为，我时常陷入沉思。是什么让他如
此喜欢食物？是因为小时候的食物稀少，还是有其他的原
因？我决定深入了解他。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喜
欢吃？”他害羞地低下头，轻声说：“因为吃得开心，生活就开
心。”弟弟的贪吃行为，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生活中的酸甜苦
辣。也许，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过于追求某些东西，却
忽略了身体和心灵的需求。弟弟的贪吃，也许正是他对生活
的一种热爱和追求吧。

朔州星辰双语学校五（1）班 赵婉舒（本报小记者）
指导教师：贾慧敏

贪吃的弟弟

在城市的一个繁华街角，有一家非
常特色的煎包摊，摊主是一位老伯。他
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手中的
绝妙煎包，更在于他那只特殊的左手。

老伯身材矮小，头发斑白，脸上布
满了岁月的痕迹。他的摊位不大，但总
是很热闹。他的左手在年轻时因为一
场意外失去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
做煎包。他用那只特殊的左手搅拌面
团，翻转煎包，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恰到
好处。他的煎包外皮金黄酥脆，内馅鲜
美多汁，是许多食客的最爱。

老伯的煎包摊前，总是络绎不绝。
老顾客们闻到煎包的香味，即使没有饥
饿也会忍不住过来买上一份。而那些

新顾客，更是被这美味所吸引，纷纷驻
足品尝。有时，摊位前甚至会排起长
队，等待老伯的煎包出炉。他的煎包不
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传
承。然而，老伯的特别之处不仅仅在于
他的煎包，他那“身残志不残”的精神，更
是让人敬佩。他从未因为自己的缺陷而
自卑，反而更加努力地生活。他的故事，
激励了许多人，包括我。每当我遇到困
难和挫折，我都会想起老伯坚韧不拔的

身影，这给了我无尽的动力和勇气。
煎包老伯不仅仅是一位卖煎包的

摊主，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的煎
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精神的寄
托。他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有决心，任何困难都不是问题。
老伯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和传承。

朔州星辰双语学校五（1）班 陈采
儿（本报小记者）

让人敬佩的煎包老伯

当我第一次见到保安老王时，我
以为他就是一个死板、较真的人。
每次进出小区，他都面无表情地站
着，一丝不苟地履行他的职责。我
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关心我们这
些住户。

有一天，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男
子急匆匆地跑到保安亭前。他看起
来很焦虑，似乎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他着急地对保安老王说：“我朋友在
医院急需一笔钱，我需要尽快取出
来，我真的非常着急。”然而，老王并
没有被他的急切心情打动，他坚持要
求红衣男子出示相关的手续和证明。
红衣男子显然没有准备好这些，他显
得有些生气。这时，排队的住户开始
变得不耐烦，有人开始嘀咕：“就知道
较真，搞得大家等好久。”但是，当他们
知道红衣男子的真实情况后，态度发
生了明显的转变。大家都开始理解老
王的严格是为了确保小区的安全，而
不是随意地放行每一个人。

我开始重新审视老王。原来，他
不仅仅是站在那里的保安，还是我们
小区的守护者。我听说过，有一天晚
上，一个小孩子迷路了，是老王带着
他找到了家。还有一次，小区的电梯
出现故障，是他及时通知了维修人
员，确保了我们的安全。

现在，我明白了老王的真正意
图。他并不是死板、较真，而是非常
负责任。他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小
区的安全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希
望，我们能够像老王一样，共同维护
小区的安全与和谐。

朔州星辰双语学校五（1）班
赵珂（本报小记者）

指导老师：贾慧敏

较真的较真的
保安老王保安老王

2024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
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近日教育
部整理了 10 个考生常见的问题和相关
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问：考生应如何规划赴考行程？
答：考前，请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

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
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
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
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
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

考试当天按要求提前到达考点，留
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
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就近向交
通警察寻求帮助。

问：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
意的？

答：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考试机
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
分的手镯、项链、发卡等物品。同时，应
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注意增减衣物。

问：对于考生做好个人健康防护有
哪些建议？

答：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当好自
身健康第一责任人。考前尽量减少聚
集和流动，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同时，
调整好心理状态，保证合理的饮食、充
足的睡眠、适当的身体锻炼，如有不适，
要及时就医治疗，谨防因身体不适而影
响考试。对于发热或者突发急病等考
生，也不必担心恐慌，各地考点都制定
了相应的预案。

问：赴考前需要检查哪些物品？
答：赴考时要记得随身携带好《准

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
身份证件等必要入场证件。同时，还要
注意检查是否带齐省级招生考试机构
规定的考试用品。自行打印《准考证》
的考生，还应检查是否有《准考证》内容
以外的字迹。

问：进入考点（学校）一般有哪些要求？
答：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

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
将手机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手机最
好在赴考前提前存放好，也可在进入考
点前交给带队老师及家长，或按照考点
规定要求存放。

问：进入考场（教室）一般有哪些要求？
答：进入考场时，将再次进行考生

身份验证和违规物品检查，除省级招生
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外，其他物品
不要带入考场。进入考场后，要对号入
座，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
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

问：违反考场纪律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答：考生要遵守考场规则和纪律，

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考试过程中，
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
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
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
中专人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
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
有违规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
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
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

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
重，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1至3年的处
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
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
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高考中组织作
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

“情节严重”的犯罪。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

机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
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
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
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QQ、微
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
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法律责任。

问：考试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考生作答时要沉着冷静，规范

书写，确保字迹清楚、卷面整洁。同时
按照要求在指定位置正确填涂信息、在
与题号相对应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写在
草稿纸上或非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的
答案将是无效的，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
和纸答题，不要在答卷（答题卡）上做任
何标记。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立即停
笔并停止答题。

问：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如
何辨别真伪？

答：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和互联网
平台开展了“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
网标识”专项行动，请考生和家长认准
官方网站、官方账号，涉高考信息以官
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
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

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
的言论，更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
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切勿相
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请考生和家
长弘扬正能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
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
试环境，共同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问：考后应如何查分及填报志愿？
答：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

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
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
布信息。

为进一步加强对考生的志愿填报
服务，“阳光高考”平台将面向考生开放
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提供志愿推荐、
选科指导、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
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同时，教育部将
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4年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为考生
和家长提供报考咨询服务，解答相关问
题。各地招生考试机构还将组织实施系
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提供志愿填
报政策培训、志愿填报指导材料、线上直
播咨询活动、电视或电台政策宣讲等。
各高校也将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生
宣传咨询服务，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考生和家长如还有其他具体问题，
可向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及学校咨询。

据《中国教育报》记者：林焕新

教育部发布
2024年高考十问十答

2024年高考在即，公安部6月5日发
布出行提示，为考生们营造畅通的赶考
之路。

公安部提示，广大考生、家长应提前
熟悉考场、考点位置及周边环境，规划
好赴考路线；注意查询考试当天天气、
路况，提前出发，为行程留出充足时
间。若送考途中发生轻微事故，应“快
处快撤”，及时撤离现场，不妨碍通行秩
序，确保考生及时赴考。

每年高考，都有考生忘带或丢失证件，
因身体不适、交通堵塞等无法及时到场

……公安部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和考务
人员，提前准备好相关证件、文具，遇突
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交警将开辟绿色
通道，处理好高考路上的每一个求助。

高考期间，不少学校为了保证考生
按时赴考，会通过大巴车等统一接送考
生。公安部提醒广大社会车辆驾驶人，
驾驶途中遇此类送考车辆，注意避让、
礼让；驾车行经考点周边，请勿鸣笛；注
意观察道路标志标牌，勿随意停车，为
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任沁沁

高考在即
公安部发布出行提示

万物生长，阳光明媚。充沛的雨
水、湿润的空气和宜人的气候，正是
种稻插秧的好季节。为了解水稻的
种植过程，激发小记者们科学探究的
兴趣，提高参与科学活动的热情，6 月
1 日下午，《朔州日报》小记者走进清
河寺水稻试验基地，体验“手把青秧
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的壮观景象
和劳动乐趣。

在活动现场，齐老师为小记者们
科普了袁隆平爷爷的丰功伟绩和杂交
水稻的神奇，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
首先基地负责人带大家去了育苗大
棚，了解水稻种植的主要步骤和技巧、
科学培育水稻、旱地种植和水田种植
的方法、水稻的品种、生长周期等。随
后让孩子们认识了育秧盘。排列整齐
的育秧盘上长满生机勃勃的秧苗，孩
子们迫不及待地捧起一方秧苗仔细观
察起来。秧苗自身就有大米的香味，
大家纷纷闻着手中的秧苗，飘香浓郁
的大米味儿扑鼻而来，孩子们瞬间对
带着香味儿的秧苗充满了好奇，露出
了不可思议的神情。稻田里注满了
水，像是镶嵌在大地上的一块块明镜，
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孩子们欢呼雀
跃，争先恐后地领秧苗，挽起衣袖、卷
起裤腿、脚踩黄土地、手捻绿秧苗，让
肥沃的泥土从指缝流入掌心。插秧虽
然是个体力活儿，但是孩子们的欣喜
和快乐早已超越了身体的疲惫。一个
个小小的身躯穿梭在田间，不断和泥
巴作斗争，努力地插着秧，一株株秧苗
像五线谱一样跳跃着，构成了一幅美
丽的风景画。最后，小记者们还品尝
了香喷喷的米饭。

最棒的教室，不在繁华的大城市，
而是在妙趣横生的大自然。孩子们一

次次地弯腰插秧，自然就理解了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道理。这次实践
活动将书本知识搬到田间地头，让孩
子们身体力行去践行，达到“知”和

“行”的高度统一，是最直观、最有效的
学习。孩子们不仅学会了耕耘，更明
白了这种朴实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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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万物复苏。这个季节，我最喜欢和妈妈一起
散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春天的阳光洒在大地上，万物都沐浴在这温暖的阳光
下。妈妈和我沿着小路走去，我们经过了溪边，溪水潺潺，鱼
儿在水中自由地游动，好像在欢快地迎接春天的到来。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了山坡，山坡上的草绿油油的，好像
一块柔软的地毯。在山坡上，我们看到了一群山羊和牛，悠闲
地吃着草，看见我们走近，它们好奇地看着我们，仿佛在问：

“你们是谁呀？”我们笑着和它们打招呼，它们也似乎明白了我
们的意思，继续享受着春天的美好时光。

回家后，我躺在床上，回味着今天的散步经历。我发现
春天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是溪边的鱼儿，还是山坡上的山
羊和牛，它们都给春天增添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我对春天
充满了喜爱，对大自然也充满了赞美。

朔州星辰双语学校四（1）班 刘博然（本报小记者）

我眼中的春天我眼中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