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万千）为进一步
提升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养，激
发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同时提
升青少年社会实践能力和写作水
平，3月12日，焦作日报小记者走
进科普教育基地——市科技馆，
通过有趣的游戏体验，探究背后
的科学原理。

步入馆内，小记者一双双探
寻的目光，瞬间融入了这片新奇
的知识海洋，他们先后参观了科
学启蒙展厅、生命科学和材料能
源展厅、航天追梦新时代展厅，了
解生命的起源以及诞生，学习神
奇科技背后的知识。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示范
下，小记者体验了各种各样的科
技项目，“安全用电”“生命与健
康”“倾斜小屋”“人体导电”“花时
钟”“天鹅触觉”……各种新奇有
趣的科技让他们惊叹连连。

航天追梦新时代展厅现场模
拟了“中国神箭”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的火箭发射过程，该火箭模
型按照1∶20的比例制作而成，非
常逼真、形象，让小记者禁不住感
叹“太震撼了”！在空间站、返回
舱模型，小记者深入观看其构造，
了解了宇航员在舱内的生活、宇
航服的奥秘。之后，他们了解了
八大行星的重量，以及用来连接
地球和发射到月球背面的嫦娥四
号鹊桥号中继卫星，明白了现代
科技成果的伟大。

玩中学，学中玩。在这里，小
记者带着疑问、带着好奇去探索，
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和吸收到了
更多的科学知识，在幼小的心灵
中埋下了科学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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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班集体小记者在行动B02

小记者走进焦作市科技馆

科学种子在心中萌芽

图① 小记者学习卫星知识。
图② 小记者了解“人体导

电”的奥秘。
图③ 小记者观看模拟火箭

发射。
图④ 小记者体验数字游戏。
图⑤ 小记者了解“花时钟”。
图⑥ 小记者感受钢丝网带

来的“天鹅绒触觉”。
图⑦ 小记者参与“血型与遗

传”互动游戏。
本报记者 万 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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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不知来过多少回，今天
终于可以乘坐索道饱览风光了。

从山脚抬头仰望，整座山灰蒙
蒙、光秃秃的，春风还没来得及把
这里吹绿。

我迫不及待坐上了缆车。妈
妈和姥姥有点儿恐高，眼睛都不敢

往下瞧。我呢，初生牛犊不怕虎，
根本就坐不住，这里瞧瞧，那里看
看。脚下的一草一木清晰可见，远
看很像人手臂上的汗毛。

下了缆车，我们登上了凤凰岭
山顶的宝塔。极目远眺，远处的房
屋和公交汽车像乐高一样，小得可

爱。返回途中，我又看到了子房
湖。它像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
群山之中。

这么高、这么陡的山，坐索道
来回只用了20多分钟，真佩服工
程师的智慧！

本报讯（记者王春芳）为了让小记
者体验种植乐趣，3月12日，焦作日报
教育事业部组织小记者走进百货大楼
中心店，开展“多肉种植 创意盆栽”活
动。

活动开始后，工作人员为小记者
和家长讲解了植树节的由来，详细介
绍了多肉植物的具体栽植方法。之
后，小记者一一领取了劳动工具、花

土、花盆和多肉植物，迫不及待地化身
为小园丁，在家长的帮助下，搅拌泥
土、种植多肉、搭配小精灵、铺上彩石，
一个个绿意盎然、造型可爱的盆景就
制作完成了。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们捧着
充满生机的绿植，表示会带回家
精心培育，陪伴自己快乐成长。

前天下午放学早了一些，爸爸、
妈妈带我去植物园放风筝，实实在在
体验了一次“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的乐趣。

在一片空旷的草坪上，许多人在
放飞着各种各样的风筝，有的风筝飞
得可高了，大有“如今直上银河去，同
到牵牛织女家”的架势。我和爸爸迫
不及待加入到放风筝的队伍中，爸爸
先把风筝抛向空中，我拽着拉线向前
猛跑。当我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时，
风筝也一头栽了下来。连续试了几
次，我累得满头大汗，风筝还是没能
展翅高飞。

就在我们心灰意冷的时
候，一位老大爷走过来热心地
指点道：“要想风筝起得快，逆

风放飞是关键。要想风筝飞得高，抖
动拉线需记牢。”按照大爷的秘诀，
爸爸先在地上捏一撮沙土，用指肚
缓缓撒下测出风向，然后手擎风筝，
顶风快跑几步再猛然把风筝抛向空
中，我赶紧不停地抖动着手中的拉
线，好使它保持着仰角，借助风力慢
慢爬高。我每抖动一次拉线，风筝
带动着卷线轮缓缓地转动几圈。它
飞得越来越高了，直到把拉线用完，
硕大的三角体风筝变成了田字格作
业本般大小。

啊，成功了，飞起来了！仰望着
自由自在翱翔在蓝天白云下、夕阳余
晖里的风筝，我心中洋溢着成功的喜
悦，洋溢着放飞的快乐！

（指导老师：李素萍）

初 春
●张笑旗 jd2108010 焦东路小学二（8）班

一朵朵缤纷的野花，一声声悦耳的鸟鸣，一缕缕温暖的阳光，一
串串踏青的歌声，每一处景色都在提醒着人们，春天到来了。

随着春姑娘轻快的步伐，青青的小草破土而出，嫩嫩的，绿绿
的。公园里，马路边，墙角处，到处都可以看见生命力顽强的小草。
美丽的小花也不甘示弱，争相开放着。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
的，各种各样的花，真像是为大地穿上了五彩的裙子，漂亮极了。你
瞧，就连蝴蝶和蜜蜂也迫不及待地在空中飞来飞去，欣赏着它的美
丽。还有许多叫不出来名字的鸟儿，在自由自在地飞翔着、歌唱着，
不时地唱出清脆悦耳的曲子，好听极了。

清代诗人高鼎《村居》一诗中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
放纸鸢”，便把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了。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一
家人脱下冬装，跑出家门，冲向公
园，去寻找春天。

我们唱着：“春天在哪里
呀？春天在哪里？”仔细地找啊，
找啊……

柳条抽出鹅黄的新芽，那是春
天的头发吧？早开的海棠一朵两
朵，那是春天的发卡吧？小蝌蚪在
池塘里游来游去，那是春天的符号
吧？大片的小草从地下冒出头来，
那是春天的毯子吧？

春姑娘真的来了！
她在大地上播种，在鼓着小嘴

儿吹动风筝；她在解冻的湖边梳
妆，在阳光下和人们嬉闹；她在北
归的大雁嘴里叫，在我们写的诗句
里眯眯笑……

玉兰花
●张馨月 jd2108259 焦东路小学五（1）班

白霓素素晨容新，束玉婷婷学堂春。已向丹
霞生浅晕，故将清露作芳尘。

这描写的是焦东路小学校园中的玉雪银
花——玉兰花。我校教学楼前有两棵玉兰树，
一棵望春玉兰，一棵白玉兰，就像学校里的两位
守护仙子，在楼门口迎接着老师和同学的到来。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昔日校园里的浓桃艳
李尚未开放，而这两树玉兰毫不吝惜地献出了她
们的清丽。只见两棵玉兰树秃枝吐艳，满树繁
华，蜂飞蝶舞，仿佛在告诉我们：春天来了！

望春玉兰反挂一树淡紫色铃铛，而白玉兰像
栖了一树展翅欲飞的白鸟。一阵风吹过，白鸟的

“羽毛”飘落地上，那“羽毛”就像白色的地毯一样
铺在草地上，同学们纷纷来捡。看着这清白的

“羽毛”，我颇有感受，这清白多么像中华民族的
气节啊！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既干干净净又平平凡凡。我也捡起几片，
珍藏怀中，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香仿佛融入了我的
血脉。

玉兰花一言未发，却好似告诉了我许许多
多……

不负春光不负春光““童童””享美好享美好

上图 小记者自己
动手种植多肉。

左图 亲子陪伴体
验种植快乐。
本报记者 王春芳 摄

变身小园丁 巧手种多肉 放风筝
●周海若 dx2010059 道清小学二（4）班

找春天
●杜若玙 yhl2010030 映湖路小学二（5）班

索道上赏美景
●王耕月 jd2108064 焦东路小学二（5）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