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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天
1 月 1 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参加了遂昌县青少

年宫第十届“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动。
上午我们参观了好川文化遗址陈列馆、 根雕艺术馆等

等，体验了豆腐、麻糍、黄米粿的制作过程。 午饭后，我最期待
的“击鼓而庆”开始了。老师喊了一声：“开始！”我飞快地给气
球充气，等老师确定足够大的时候，把气球转交给了我的小
伙伴，让她给气球打上结。 接着我们就背靠背把气球夹着，快
速地跑向终点。 在跑的过程中，我们不敢把气球夹太紧，怕把
气球夹破。于是好几次气球飞出来，我们紧张得不得了。等我
们跑到终点，我们要把气球夹破，另一个伙伴才能去击鼓。 最
后，不负众望，我们班的总分拿了第一！

小记者 周乙晗

我们玩得真开心
1 月 1 日， 我和同学们坐着车子一起去三

仁参加了“农耕文化我传承”活动。
有一个游戏是“击鼓而庆”。 裁判一声令

下：“开始！ ”项往飞快地在原地转了十圈，然后
像箭一样跑到对面，给黄雨馨、周乙晗一个胜
利的击掌。 黄雨馨和周乙晗便毫不犹豫地出发
了。 她们俩背靠着背，中间夹着一个大气球，手
互相扣着，像个夹心汉堡，小心地向终点移动。
终于到达终点，经过一番努力，气球成功爆炸。
她们三个一起跑向亭子， 敲起胜利的锣声，把
任务传给了下一关同学。

我们还闯过了“渔翁垂钓”“飞鹰走马”“樵
夫担柴”“寻宝换物”，玩得可高兴了。

小记者 王晗瑾

有趣的农耕体验营
2020 年的第一天，我们参加了“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

验营。 参观好川文化馆、手工编织彩带、做豆腐、打麻糍、渔樵
耕读闯关等丰富的活动让我流连忘返。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渔樵耕读活动。 比赛开始了，我紧
张地站在起点等待着黄雨馨和周乙晗，突然我看见她们两个
手拉手背对背夹着气球第一个出现在了赛道上。 她们飞快地
来到了我的面前，只要她们把气球夹破，我就可以跑出去击
鼓了。 可是气球怎么也夹不破，还从她们的背上飞了出去，我
真替她们捏把汗，“砰”的一声，她们把气球夹破了！ 我以最快
的速度冲出去第一个敲响了鼓。

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蓝精灵中队取得了第一名，拿到
了黄金印章，开心地结束了今天的体验营。

小记者 项往

小石磨，学问大
2020 年的第一天， 我和同学们来到了三仁乡好川村，开

展“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动。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磨豆子的场景。 三根粗壮的圆木组成

的支架下有一个大盆，里面装了一个圆形的石制磨盘，从杯
口大小的洞中加入黄豆就可以开始磨豆子了。 一开始，我自
诩是个大力士，自信地一个人上前挑战，T 字形的推杆却不听
使唤，“纹丝不动”。 爸爸笑呵呵地走上前，和我一起双手交叉
握住木杆，手臂均匀地用力，逆时针方向画圆。 神奇的一幕发
生了， 顽固的小石磨竟然咯吱咯吱地转了起来。“加油，加
油！ ”同学们为我呐喊、助威，看着乳黄色的豆汁滴到了木盆
里，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次快乐的农耕体验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小小的石磨也
有这么大的学问，这让我明白了：做什么事都不能一味蛮干，
要讲究方法。

小记者 叶俊泽

樵夫担柴
2020 年第一天，阳光灿烂。 我满怀着喜悦和期待参加了

“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动。
这一天的活动丰富而有意义，然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渔

樵耕读活动。我的任务是樵夫担柴。活动开始了，我赶紧身子
往前倾，樵夫开始挑柴了！ 我一个箭步冲到柴火前，蹲下身
子，双手扣住担子，用力往上举，柴火就落在了肩膀上。

我担着柴快步跑起来，跑了不到一半的路，感觉柴越来
越重，它已经从肩膀慢慢滑落到了手上。 我的脚步开始交错，
身子左右摇晃，樵夫担柴变成了樵夫扛柴。 正忐忑时，耳边响
起了同学们的加油声，我慢慢平静下来，放慢了脚步，把柴平
稳地扛在肩膀上，顺利交接给下一位同学。

这次活动让我明白：当一个好樵夫不容易！
小记者 周泽凯

农耕之旅
今天天气晴朗，我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坐着大巴车

来到三仁好川———畲乡，参加“农耕文化我传承”活动。
一整天我们做了好多活动，但打麻糍活动让我印

象很深刻。 打麻糍可不简单哦！ 爸爸们用一个大木捶
子用力捶在糯米上，使劲捶使劲捶，不断翻着，不一
会儿，一大团糯米就打好了！ 我们再取下一块，在糖
和芝麻里翻滚着， 不一会儿， 一个个小麻糍就出来
了。 我们看到这些劳动成果特开心，吃起来也特有味
道。

下午的渔樵耕读活动，我们班以总分 225 分的成
绩，拿到了第一。 这次农耕之旅，让我学到了很多，也
让我终生难忘。

小记者 朱滢心

农耕文化我传承
2020 年的第一天，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

参加了“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动。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下午的农耕文化亲子

游戏———开心小农场。 游戏分为六关，我被安排在了
最后一关———“手忙脚乱”，等啊等，终于等来了我的
队友。 在所有班级中，她们第一个冲向我，我既紧张
又开心。 接过同学手中的手章卡， 我飞速地进入比
赛，然后用尽所有力气跑向接力的同学。 最后，我们
12 位同学一同向目的地飞奔而去，拼好图，种好菜，
答好题目，我们班取得了第一名！

小记者 柳淳贝

惊险的“击鼓而庆”
“加油！ 加油……”啦啦队员们使劲喊着，原来，

同学们正在进行“击鼓而庆”的趣味比赛呢。 你瞧，运
动员们正鼓足了劲吹气球，“嘭”的一声，一个气球爆
炸了！ 真是调皮的气球啊。 正在这时，我们班的两名
运动员已经将一个气球扎好， 背对背互相抱团在一
块，用后背夹起气球，迅速地冲出了起跑线。 眼看终
点马上就到了，但是调皮的气球居然飞走了，我们的
运动员敏捷地抓住了上升的气球，又继续比赛。 到了
终点，两名运动员要合作用后背将气球击破，可是，
无论运动员们怎么使劲，气球却纹丝不动，急得啦啦
队员们直跺脚。 突然，只听见“嘭”的一声，气球被击
破了，我们赢得了比赛的冠军。

小记者 李若妍

记农耕文化亲子体验活动
今天是 2020 年的第一天， 我和妈妈一起

参加了农耕文化亲子体验活动。 其中，我最喜
欢的是做豆腐的体验项目。

通过豆腐坊工作人员的讲解，我知道要做
成鲜嫩可口的豆腐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要把
黄豆浸泡在水里，再把浸泡胀的黄豆，加上适
量的水放进石磨里， 推动石磨就磨成了生豆
浆；然后，把磨好的生豆浆倒进过滤布袋里，滤
去豆渣，挤出纯豆浆；再把纯豆浆放进锅里煮
开。第三步，把熟豆浆变成豆腐。首先把适量的
卤水加入熟豆浆稍微搅拌一下， 就成了豆花。
然后取出正方形的模子， 在模子里垫好过滤
布，接着把豆花倒进去。 再过一会儿，用过滤布
把模子里的豆花包好，加盖板，并在上面压上
重物， 滤干水分后就成了一块雪白的豆腐了。
这一步最关键的是加卤水应适量，不然豆腐就
不好吃了。

今天，我尝到了自己参与做豆腐的成功喜
悦。 学会做豆腐是我参加此次农耕文化活动最
大的收获。

小记者 应嘉烨

打麻糍
“加油，加油！ ”我们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正在打

着麻糍的爸爸们被我们包围了， 他们衣袖卷得高高
的，两眼紧盯着石臼里的糯米饭，双手紧握木锤，高
高地举起， 又重重地落下。 这个工作不仅要求力量
强，还要速度快。 不好，打了一段时间后，糯米粘在石
臼底部了，只见一名爸爸将手沾了些水，给糯米翻了
个面，问题就解决了。 就这样，一位爸爸打，一位爸爸
翻，他们很有节奏地配合着。

我们看着很有趣，也轮着上场了，不过对于我们
来说，那真是一场灾难啊，杆子粘着糯米饭都拔不出
来啦！ 打呀打呀，颗粒的糯米饭变成均匀的饭团了，
看上去很美味。 同学们兴奋地学着大人们，把饭团分
成一小块一小块，沾上芝麻和白糖，搓得圆圆的，麻
糍做成啦！ 轻轻地咬上一口，美味又香甜！

小记者 李语晨

体验农耕我快乐
2020 年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坐上中巴车向

好川文化村出发， 期盼已久的农耕活动开始
了！

上午，“农耕文化我传承” 活动开幕式之
后，在辅导老师的带领下，各种农耕体验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 打麻糍、 做黄米粿、 做豆
腐 ......最有趣的要属打麻糍，工作人员把糯米
饭放在大石臼里，大人、小孩齐上阵，你一锤我
一锤，同学们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是吃一口
自己亲手做的麻糍，又香又甜，真好吃！

下午，我们还进行了“渔樵耕读”团队体验
活动。 同学们分工明确，有的钓鱼、有的吹气
球、有的担柴、还有的射击……我们“蓝精灵中
队”通过各个环节比试，第一个到达终点，取得
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戴上了老师颁发的农耕
章！

小记者 包浩宸

农耕文化活动体验心得
迎着 2020 新年第一天的灿烂阳光， 我和同学们

怀着雀跃的心情来到了遂昌三仁好川农耕文化基
地，参加“农耕文化我传承”的亲子体验活动。

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样熟悉又新鲜，熟悉的
是以前就从《悯农》的古诗里知道了农民伯伯种田的
辛苦，也经常喝着豆浆，喜欢吃裹满黑芝麻的麻糍，
但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豆腐的制作过程，体验了
如何做麻糍，做黄粿，看见了以前只能从书本图片上
见到的各种农具，我的眼睛仿佛一下没眨过，一直盯
着瞧着，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最让我开心难忘的是我
们还进行了渔樵耕读的游戏接力赛， 经过一轮轮的
比拼，我和班里同学们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取得了
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小记者 黄雨馨

遂昌育才小学 303班小记者来稿选登
本版指导老师 苏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