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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遂昌 遂昌育才小学 302班小记者来稿选登
本版指导老师 黄雅屏

我的 2020 年元旦
元旦那天， 我和爸爸一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亲子

农耕活动。
在“渔樵耕读”主题活动中，我们开展了关于农耕

和遂昌文化的知识竞赛。 在抢答环节中， 当主持人问:
“遂昌的汤公节一共举办了几届？ ”我不由分说抢到了
发言权，主持人居然把我请到台前，我答道：“八届”。 主
持人问到:“是猪八戒吗？”我弱弱地回答:“是八届”。这
下把大家都逗乐了，但我更紧张了，以至于问姓名时，
我都没说清。但主持人鼓励我说:“不要紧张，你回答得
对，就是八届，这个连宣传副部长都不太清楚，你都回
答出来了，了不起！ ”下台后，居然就有人因为这“八
届”，叫我二师兄了，真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能为班里加
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元旦过得太开心了， 我想我以后还要了解更
多的农耕知识和遂昌文化。 做一个真正的小宣传部长。

小记者 应承哲

农耕活动我传承
2020 年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走进三仁，感受好川文

化魅力。 来到三仁好川村， 我们体验了真正的农村生
活，学农耕、打米粿、打麻糍、磨豆浆等，就说打麻糍吧，
随着工作人员把一锅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倒入石头做的
大瓮里，大家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工，爸爸们你一锤我一
锤地使劲打着糯米饭，一个爸爸打，另一个爸爸还用手
粘着水去瓮里翻着，使糯米饭均匀的敲打，直到糯米饭
变成我们爱吃的麻糍，爸爸们才停止。 取出大麻糍团，
同学们便把它揉成一小团一小团的， 粘着香香的芝麻
吃了起来，美味极了。

新年的第一天， 真的是太有意义了， 有老师的陪
伴，有爸爸的陪伴，有同学们的互帮互助，还学到了那
么多的农耕知识，好开心啊！

小记者 温珂韩

难忘的一天
2020 年的第一天， 我们育才小学三年级的同学来

到三仁乡参加农耕活动。 我们参加了打麻糍、 打黄米
粿、磨豆腐、担柴、射箭、钓鱼等很多项目。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就是打麻糍了。 虽然
我以前也吃过麻糍， 可是真正自己动手做麻糍还是第
一次呢！ 首先我们把蒸熟的糯米饭盛到石臼里，然后用
木槌敲打石臼里的糯米饭，看到米饭有一点点粘了，就
往米饭里洒水，反复敲打，直到米饭变成又粘又细的米
团为止，把打好的米饭揉成一个一个的小团子，放在芝
麻和白糖里滚一圈，一个又香又甜的麻糍就做好了。

我还给妈妈带了我亲手做的麻糍， 妈妈吃了我做
的麻糍，称赞味道好极了。 这真是难忘又有趣的一天！

小记者 雷诺希

调皮的气球
新年的第一天，天气晴朗。 我们三年级的同学幸运

地参加了“农耕文化我传承”的主题活动。
上午，我们参观了《好川遗址陈列馆》，也体验了做

豆腐，打麻糍，做黄米粿等活动。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
下午的游戏环节。游戏的主题是“渔樵耕读”。我和吴玥
颖、王亦博参加第一个环节———击鼓而庆,吴玥颖打气
球时，我十分着急，嘴里不停地喊着：“快点！ 快点！ ”打
完气球就轮到我打结。 那可真难，我怎么努力也打不起
来，手里直冒汗，最后还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的。 然
后，我们迅速背对背把气球放在中间，小心翼翼地向前
跑去。 到了终点，我们使劲挤气球，可气球就像一个调
皮的孩子， 在我俩的背之间歪来歪去就是不破。 突然

“砰”一声，气球终于爆了。 王亦博迅速地转起圈来，然
后飞快地跑向锣的地方敲响了“锣”。 就这样，我们总算
成功通过了第一关。

这个游戏可真是惊心动魄呀！
小记者 周语晗

农耕文化我传承
我们从育才小学上车来到三仁， 第一站来到了做

豆腐的地方。 做豆腐一共有四个步骤：先是磨，再是煮
熟，然后是沥，最后是用卤水点，一块豆腐就做成了。做
完豆腐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品尝，吃上一口，哇，手
工做的豆腐比城市流水线上做的好吃多了。

我们又去了好川遗址展陈馆，导游告诉我们距今有
几千年的好川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其中距今
有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文化是我们发现猿人的地方。

接着来到了根艺馆，里面有很多的木雕，弥勒佛、
菩萨、武圣关羽，还有小梅花鹿，各种各样，变化无穷，
这些木头一到雕刻家的手上就变得栩栩如生了。

小记者 黄泽轲

快乐的农耕亲子活动
2020 年的第一天，这真是愉快的一天，因为我和爸

爸一起参加了第十届“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
动。 活动丰富多彩，有制作豆腐、打麻糍、打黄米粿、渔
樵耕读等活动，还参观了好川文化遗址陈列馆、根雕艺
术馆、畲族字带展陈馆。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豆腐的制作过程。 我知道了
制作豆腐首先要把豆子磨成浆，再把豆浆放到锅里煮，
煮好后舀进缸里，加入盐水，过了一会，豆浆就变成了
豆腐脑，这时要马上把豆腐脑往纱布包里舀，再把纱布
四边往中间包起来，最后用盖子盖在上面，过了一段时
间之后豆腐就做好了。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体验到了农耕的乐趣，认识
了农耕的许多工具，同时，还学习了这些农具的作用。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活动。

小记者 钟乐扬

农耕文化我传承
2020 年的第一天，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农耕文化

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动，这也是我和爸爸第一次一起
参加活动，我既期待又兴奋！

开营仪式结束后，精彩的活动开始啦！ 我们先去参
观了“磨豆腐”，磨豆子的工具是石磨，将一颗颗金黄色
的豆子放在石磨上面，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小孔放入，掉
入磨盘里的凹槽后被细细地碾碎， 浓浓的豆浆就出来
了。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可累了，一左一右，一上一
下，动作不对再大力气也磨不动呢！

参观了制作豆腐后，我们又来打麻糍。 雪白的糯米
团放入一个大杆臼里，再用一个大木锤子打下去，糯米
团打三下要翻个面，反复翻打，直到麻糍成型为止。 我
们一路走去，又体验了打黄粿、种菜、砍柴……

通过这次活动， 我认识了许多农耕工具， 了解了
“渔樵耕读”的农耕文化。

小记者 吴玥颖

小小农耕文化传承人
新年第一天，我们走进三仁好川，一起参加了由学校

组织的“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动。
在所有的活动中， 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参观好川

遗址展陈馆和书生会试了。 好川文化距今 4000 多年，
出现在良渚文化晚期，在它前后出现的还有河姆渡、良
渚、马家洪、马家浜文化。 好川文化遗址是在 1997 年 3
月被发现，该墓地分为五期，其中第三期陪葬品最多。
墓地被挖出来时，陪葬品有陶器、玉器、石器……其中
有两样盛物的东西一个叫鬶，一个叫簋。

通过这次“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动，我
学到了不少知识，知道了豆腐、麻糍、黄米粿的制作过
程，体验农耕的快乐，同时也更好地了解畲族风情，感
受到了好川文化的魅力。

小记者 余新蕾

记 2020 年元旦活动
2020 年元旦，我和同学们在老师、家长的带领下，

前往三仁畲族乡参加体验活动。 我们一起参与了打麻
糍、打黄粿、钓鱼等活动，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在所有的活动中，我最喜欢打麻糍。 一群叔叔把米
饭倒进石臼里，家长们轮流用一个大木槌“嗬哟嗬哟”
地打起了米饭。 快打好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打了一捶
麻糍，体验了一把打麻糍的感觉。 最后，我们一起品尝
了自己打的麻糍，我觉得大家打得麻糍特别好吃。

大家都说这次活动很好玩、很新颖。 我希望以后能
多多参加类似的活动，发现更多美好的事物。

小记者 马依蕾

新年第一天
一大早， 我和爸爸乘着大巴车去了三仁好川文化

村参加活动。
到了三仁，眼前人山人海，跟着青少年宫的老师我

们参观了好川文化园， 了解了畲族彩带制作和做豆浆
工艺，还体验了很多有趣的活动。

制作黄粿有五个步骤：首先把糯米煮成饭，再把饭
放进石臼里，接下来用大木锤敲打，最后把黄粿制成长
条形，香喷喷的黄粿就做好了。其实做黄粿是一件并不
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无数次捶打，才能打出黄粿，所
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

此外，我们还参加了“渔樵耕读”、知识竞答、磨豆
腐等项目。 在这次的活动中，我明白了：做任何事情都
要勇敢尝试，还要有足够耐心，不能轻易放弃！

小记者 王奕博

农耕文化我传承
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为了庆祝元旦，也为了让我

们小学生体验劳动的快乐， 我们育才小学三年级学生
在青少年宫老师们的陪伴下开展了“农耕文化我传承”
的活动。

一整天的活动，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背柴和钓鱼
了。 体验背柴的时候，我是咬紧牙，握紧拳头，摇摇摆摆
才背起 20 斤重的柴晃悠悠走起来的。 让我觉得很神奇
的是我们班最小个的女同学， 居然背着柴跑得又快又
稳，特别轻松，连我们班最壮的男同学背起来跑都又慢
又晃，吃力极了，她却能特别稳当，真奇怪！ 钓鱼是我一
开始就很期待的活动，可是真的没想到，我连一条鱼都
没钓上来。

今天的农耕文化之旅真是让人难忘呀！
小记者 何乐儿

有趣的“农耕文化我传承”活动
元旦到了！ 这天早上我满怀期待地来到学校，坐着

客车去三仁参加“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活动。
活动开始了！ 我们班进行的第一个活动是学习豆

腐的制作过程， 原来白白嫩嫩的豆腐要经过很多复杂
的步骤呢！ 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轮流体验了磨豆腐，我
和爸爸磨的时候，因为他用力过猛，居然把我都甩了出
去，逗得旁边的同学们哈哈大笑。

下午的背柴项目给我的感受最深了。 这柴可足足
有 20 斤呢！ 我双肩背着柴，双手抓着担柴柄，健步如飞
地向前跑着，终于跑到终点了，我扔下柴，大口大口地
喘着气，才感觉到肩上有点火辣辣的疼。 我心里想，农
民伯伯经常要砍柴背柴，可真是辛苦啊！

今天我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更体验到，幸福的生活
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来的。

小记者 陈乔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