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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气息
刘爷爷告诉我们，桑葚的营

养价值很高，可以美容养颜、养
胃，还可以让头发变黑。桑葚的
叶子也有用途，第一场霜后打下
的叶子制出的茶降火功效特别
好。

随后，刘爷爷又带着我们看
了他养的蚯蚓，刘爷爷把蚯蚓养
在了土堆里，在土堆的上面有一
根黑色的水管，水管被扎了许多
小洞。刘爷爷说，蚯蚓喜欢在阴
暗潮湿的地方生活，这些小洞可
以把土弄得更加潮湿，利于蚯蚓
的生长。

这次出行让我感受到了大
自然的气息，品尝到了桑葚的甜
美，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知识，我
非常喜欢这次活动。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
学5年级2班）杨新雨

“享清福”的蚯蚓
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好多知

识，比如桑树第一年不能施肥，
要在第二年施肥；桑葚可以美容
养颜、养胃，但拉肚子时不能吃。

接着，我们开心地来到了桑
葚园。我摘了一颗桑葚放进嘴
里，果然很甜。我们边吃边听讲
解，整个果园里充满了欢声笑
语。

刘爷爷还带我们来到养蚯
蚓的地方，他把这些蚯蚓养得胖
胖软软的，一看就是“享清福”
了。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
学5年级3班）王荣淇

5月 25日下午，老师带着
我们晚报小记者去西花园农
庄参观。

在那里，我们的校外辅导
员刘爷爷给我们讲了许多桑
树栽培的知识。随后，我们跟
着刘爷爷走进了桑葚园。路
上，我们看到了一片果树，爷
爷指着一棵树说：“这是杏梅，
它和杏长得很像，熟透后吃起
来酸甜可口，个儿还大。”

又有一片矮矮的果树映
入我们眼帘，爷爷说那是桃
树。这种桃树的叶子又细又
长，是嫁接的新品种，口感比

“14号桃子”还要甜。
听着爷爷的讲解，我们步

入了桑葚园。抬头一看，一眼

望不到边的桑树上挂满了桑
葚，让人垂涎欲滴。刘爷爷说
桑甚“把儿”发黄的，就是熟透
的，非常甜。我按照爷爷说的
方法摘了两颗桑葚放到嘴里，
哇，甜甜的桑葚爆浆了，真是
太好吃了！

这时，我忽然看见桑树中
间有一道道泥土，刘爷爷告诉
我们，这里面是蚯蚓，是用来
松土的。蚯蚓的繁殖能力很
强，有了它们，桑树根在地里
会很“舒服”。

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
间我们要返程了。如果你感
兴趣，也走出书里的世界，感
受 一 下 拥 抱 大 自 然 的 快 乐
吧！

5月25日下午，阳光明媚，
微风和煦，我和老师同学来到
西花园农庄采摘桑葚。

我们一进果园，刘爷爷便
赶忙出来迎接我们。刘爷爷个
子很高，戴着一副眼镜，给我们
讲了许多关于桑树种植的知
识。

刘爷爷带我们去了他的桑
葚园。一进园子，我们就被吸引
住了——那儿的桑葚树枝繁叶
茂，成熟的桑葚跟我的大拇指
一样大，我的口水一下子就流
了下来。

刘爷爷说，桑葚的营养价
值甚至比苹果和葡萄还要高，
并且多吃桑葚头发会变黑，但
要注意的是“三高”病人、糖尿
病人是不能吃的。

接 着 ，刘 爷 爷 对 我 们
说 ：“桑葚随便吃，我看它们
掉地上很心疼，你们吃了我就

开心了。”我们大声地谢谢爷
爷。

我摘了一颗大桑葚，一口
咬下去，汁水立刻在我的嘴里
爆了出来，给我染了个黑嘴唇。

我又摘了一颗红桑葚，红
的汁水不多，有点酸，这种味道
我也喜欢。

老师说，有关桑葚的问题，
可以请教刘爷爷，请他来解答。
老师刚说完，同学们就争先恐
后地提问起来。爷爷很有耐心
地一个个回答，让我学到了不
少知识，比如桑葚是由绿到红，
再到黑的；白桑葚也是桑葚的
一种；桑葚的“把儿”发黄就代
表熟了……真是神奇又有趣的
知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
们告别了果园，告别了刘爷爷，
回到了学校。下次我还要来这
儿看刘爷爷，吃甜甜的桑葚。

甜甜的桑葚吃起来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4年级3班）宋梓萱

乐游桑葚园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4年级3班）白金朝

有人喜欢吃皮薄肉厚、水
嫩多汁的桃子，有人喜欢吃晶
莹剔透、酸酸甜甜的葡萄，而我
最喜欢的水果是颗粒饱满、略
带酸味的桑葚。

5月 25日下午，我和老师
同学一起去了西花园农庄。一
路上，我们兴高采烈，转眼间就
到达了目的地。刘爷爷热情地
迎接了我们，他的脸上露出慈
祥的笑容，额头上的每道皱纹
都洋溢着喜悦。

刘爷爷高高的鼻梁上架着
一副眼镜，那高高的个子、宽宽
的肩膀，一看就特别硬朗。刘爷
爷说他以前当过兵，还修过青
藏铁路，由于底子好，现在连着
干两个小时的活都不在话下。
听完这些，我们对刘爷爷愈发
尊敬了。

随后，刘爷爷带我们参观
桑葚园。许多黑宝石似的桑葚
挂在枝条上，阳光为它们镶了
一道金边。摘桑葚时，刘爷爷告

诉我们，叶子大的一般都很甜。
我仔细找了找，发现了一

片大桑叶，在它旁边果然有大
桑葚。我把桑葚摘下来，尝了一
下，果然如刘爷爷所说，甜甜的
汁水从我的舌尖滑到喉咙深
处。

刘爷爷说：“同学们，你们
注意看，这些泥土里都养了蚯
蚓，你们知道蚯蚓是干什么用
的吗？”

我们说不出来，刘爷爷便
替我们解答了：“蚯蚓是用来松
土的，它的功劳可大了。养蚯蚓
为果树松土只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蚯蚓还可以卖钱，为基地
带来更大的效益。”我听了连连
点头，原来蚯蚓的用途这么多
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该
返程了。我们对刘爷爷表达了
感谢。我认为每一个勤劳能
干、坚持不懈的人都值得尊
敬。

拥抱大自然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4年级1班）杨月岺

又到了桑葚成熟的季节。5
月25日，老师带领我们走出校
园，到校外桑葚园去参观游览，
了解和学习桑树的培植与管
理。

那天下午，天空万里无云，
风和日丽，大家排着整齐的队
伍上了公交车，开始了奇妙的
桑葚之旅。

很快，我们就到了目的地。
在那里，我们认识了刘爷爷。刘
爷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年
轻时当过兵，转业后一直从事
农林工作。看一株株幼苗长成
大树，结出果实，这在刘爷爷眼
里是最快乐的事。

在刘爷爷的带领下，我们
来到了桑葚园。哇，好大的桑葚
园，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大家都
感到惊讶。颗颗桑葚挂满枝头，
微风吹来，一颗颗熟透的桑葚

便掉落在地上。爷爷说这种桑
葚是最甜的，我捡起一颗完好
的桑葚放到嘴里，哇，甜得简直
齁嗓子！

看到很多摔坏的桑葚，我
们都感到可惜。刘爷爷看出了
我们的心思，说：“大家不用担
心，掉在地上的桑葚会化成肥
料供给桑树。”

桑葚不仅颜色美，味道更
美，大家纷纷品尝桑葚。一位同
学说：“桑葚酸酸甜甜的，轻轻
一咬汁水就爆出来了，清爽可
口，美味极了！”我们都表示赞
同，又哈哈笑成一团，因为每一
个“小馋猫”的嘴都被桑葚染成
紫色了。

时间过得飞快，大家恋恋
不舍地和刘爷爷挥手再见。这
真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旅行，希
望下次还能来这里。

奇妙的桑葚园之旅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4年级1班）孔嫚笛

——新世纪小学校长

“尚德修身 美善立人”是
我校全新的办学理念，意在以
美引善，寓美于德，让学生在
向善向美中，陶冶身心，涵养
德性。学校以“知善、行善、扬
善”为核心，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在孩子心中播下“美善”
的种子，为他们的道德成长打
下良好的基础。

校长寄语

冯媛媛

新世纪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5月 25日下午，老师带着
我们晚报小记者来到了西花
园农庄，那里有一位和蔼可
亲、种植技术一流的刘爷爷，
他是我们的校外辅导员。说起
刘爷爷，那可了不得，他种植
果树已经有几十年了，哪棵树
生了病，他一眼就能诊断出病
因。

刘爷爷先给我们讲解了
桑树的种植知识，比如桑树幼
苗期，第一年不需要施肥，第
二年才可以施点肥，桑树成熟
后，每年浇水不可超过4次，这
样结出来的果实又甜又大。刘
爷爷真是行家呀！

随后，刘爷爷带领我们走
进他的桑葚园。我摘了一颗很
大的桑葚放进嘴里，呀，还挺
酸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刘

爷爷解释完我才知道，原来桑
葚的“把儿”越黄越甜。

走着走着，我们发现每行
桑树中间都有一列列土堆，我
们好奇地问爷爷，这是为桑树
提供营养的肥料吗？爷爷卖了
个关子，抓起一把土放到我们
眼前，我们仔细一瞧，天呐，那
么多蚯蚓！我们吓得后退了几
步。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拿起
一条蚯蚓放到了手心里。蚯蚓
软软的，凉凉的，在手里蠕动
时还真是可爱。爷爷说蚯蚓可
以松土，而且还可以卖掉，为
果园带来一部分收入。

这次研学，我不仅学到了
很多桑葚的知识，而且还尝到
了美味的桑葚，真是不虚此
行。

了不得的刘爷爷
本报小记者（新世纪小学5年级3班）李亭霏

土壤里的土壤里的““秘密秘密””

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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