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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外面下着蒙蒙细雨，我们
市融媒体小记者探索的脚步却未停止。
这次，我们来到市融媒体中心参观。

第一站，我们来到市融媒体中心的
一个教室，由太仓电视台的资深主持人
给我们上课，她就是《太仓新闻》播音主
持人张玉平。她主持过的节目可多了，
有《太仓新闻》《品读乡愁》《共同的心
结》等。我既紧张又激动，紧张是因为
害怕给张老师留下坏印象，激动是因为
我面对的可是一位太仓很有名气的主
持人。张老师给我们讲了主持人的日
常工作以及一些发音的小窍门。我一
直不敢举手，希望张老师别点我，可是
张老师还是点了我。我胆怯地站起来，
张老师让我发第一声a，可是我的发音
不对，张老师让我再尝试下，并且告诉
我要拖长音，一次、两次、三次……她一
直用动听亲切地声音鼓励我、夸赞我，
让我对自己充满自信，最终我发音越来
越响亮，越来越标准。张老师对我赞不
绝口，其他小记者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
光。接着张老师又与我们进行互动游
戏，有绕口令、三句半、词语接龙等。有
了张老师的鼓励，我不再胆怯了，积极
地举手发言。在张老师的点拨下，我感
觉我的普通话标准了很多。

第二站，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来到
市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厅。这可是我第一
次走进荧幕背后的地方。哇！这里有
好多高科技呀！移动导播台、摄像机、
灯光、音响、通话系统……令人应接不
暇！张老师耐心地给我们介绍每一样
仪器的使用方法。我拿出手机拍个不
停，记录下这里的一切，等回家后再细
细品味。在活动结束之前，我与张老师
合了影，这张照片值得我永远珍藏。

一条新闻，一场主持，也许在你看来
只是个短短的节目，但这短短的节目背
后却有不知多少人在努力。通过这一次
的活动，我深切体会到各行各业都不容
易，感恩、努力和坚持，就是我们对这次
活动最好的回应。

记融媒体中心
参观之行

□弇山小学 五（3）班 孙闵添

我家就像个小小的“动物园”。爸
爸是大懒猪，妈妈是母老虎，而我则是
一只调皮的小猴子！

■爱睡觉的懒猪爸爸

今天是星期六，只听见爸爸的房
里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就知道爸爸
还在睡觉。我决定把他叫醒。我走进
爸爸的房间，看见爸爸抱着枕头做着
美梦呢。我走到爸爸身边，实行A计
划——用臭袜子。我拿了一双臭袜
子，放到爸爸面前，爸爸的鼻子抽动了
一下，用手一挥，臭袜子在空中划过一
道优美的弧线后，就飞到了八丈远的
地方了。“不闻就不闻嘛！干嘛糟蹋我
的袜子。”我小声嘀咕着。我又实行了
B计划——河东狮吼。我大叫：“爸爸
快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可爸爸还
是无动于衷，无奈之下，我只好去请妈
妈来。妈妈走到爸爸面前大叫道：“懒
猪，怎么还没起床，想造反吗？”“是是
是，老婆大人，我再睡三分钟。”爸爸嘴
里说着，但就是不睁眼。三分钟过后，
爸爸说再睡两分钟。两分钟过后，爸
爸说再睡一分钟……这就是我的懒猪
爸爸，我觉得他最适合属猪。

■爱美丽的母老虎妈妈

我的妈妈特爱美，只要出门都会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次出门妈妈都

要比我早起起码2个小时。先打开她
的那些瓶瓶罐罐，抹上爽肤水、精华、
面霜，之后是粉底、眼影、胭脂等。各
种化妆品在脸上涂抹个N遍后，妈妈
满意地来到大衣柜旁边试衣服，一会
儿试这件，一会儿试那件。出门前，妈
妈还要纠结涂什么颜色的口红。

母老虎妈妈经常动不动就发很大
的火，那火气上来了，即使消防员叔叔
来了都灭不了。记得我二年级的时
候，有次考试没考好，母老虎妈妈知道
后暴跳如雷，头上像着了火一样，屋顶
都要被她掀翻了。我希望母老虎妈妈
考虑下自己的身体，不要经常发那么
大的火。

■爱玩耍的小猴子我

我就像一只猴子一样爱玩，尤其
喜欢回乡下找小伙伴玩。有一次，我
和一个朋友来到沙地堆小沙堡，在田
野里拔野草，在小河边捉蝴蝶。玩着
玩着，我们竟然忘了回家吃饭的时间，
而且那时的我已经成了一只小泥猴。
回到家后，我先被妈妈唠叨了一顿，之
后被爸爸骂了一顿。

这就是我家，一个有趣的“动物
园”，欢迎大家来做客。

说到做菜这个活，以前都只是
看别人做，但自己从没尝试过，其实
我心里一直痒痒的，想要试一试。
这不，今天机会来了。

假期里，我闲着没事干，奶奶
建议我可以先从最简单的煎荷包
蛋学起。

准备好鸡蛋，我们说干就干。
奶奶先给我示范了一遍。先在锅里
倒一点油，然后就是磕鸡蛋，磕的时
候两只手要抓住鸡蛋的两边，在锅
边轻轻一敲，再把蛋壳从中间掰开，
蛋黄和蛋清便流入锅中了。接着就
是把蛋煎熟，这也是最难的，要掌握
好火候，等一面煎得差不多了，就用
锅铲把蛋翻个身，再煎一会儿。最
后把熟了的荷包蛋用锅铲小心翼翼
地放到盘子里，就大功告成了。看
着奶奶熟练的手法，我心想：“挺简
单的，一点也不难啊。”

轮到我动手了。我先放油，再
磕蛋，严格按照奶奶的步骤操作。
可我一磕，直接把蛋壳全都磕坏了，
蛋黄“啪嗒”一声掉到了我的脚上。

“怎么办？怎么办？”我甩着脚大
叫。奶奶笑着帮我擦拭，说道：“你

不要小看磕蛋这个动作，它也是需
要技巧的。”原来，磕蛋时的力度是
有讲究的，太用力了，会把蛋壳磕得
粉碎；太轻了，蛋壳不会破。我重新
拿了个鸡蛋，往锅上一敲，蛋壳表面
出现了裂纹和凹陷，但蛋壳没有全
破，我小心翼翼把蛋壳掰开。“啊，
我成功了，鸡蛋是完整的。”我兴奋
地大叫。接着，我按照奶奶的指导
一步步往下操作。到了给蛋翻身
的步骤了，可我把荷包蛋铲起来后
怎么也翻不了身，老是掉到锅里。
我的右手不停地抖动，可这荷包蛋
像存心和我作对似的，怎么也翻不
过去。我这举动可把奶奶逗笑了，
她摸摸我的头说：“要用手腕的力
量，光手指用劲可不行。”在奶奶的
指导下，我终于把荷包蛋翻身煎好
了。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味道
还不错。

体验了看似简单的煎蛋后，我
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开头难，但
你不去尝试就永远不会成功，也
许在前进的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办法永远比困难多，绝不能轻言
放弃。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树，我叫它
麻雀树。这棵麻雀树仿佛一颗磁石
吸引着一群又一群麻雀。

春天，这棵树是麻雀的乐园。
一到春天，这棵树长出嫩芽，小麻雀
在树枝上唱歌、跳舞。

夏天，这棵树是麻雀的凉亭。
到了夏天，大树枝繁叶茂，小麻雀
在枝叶间飞来飞去，躲避炎热的太
阳。

秋天，这棵树是麻雀的食堂。
丰收的季节，树上长满了可口的果

子，小麻雀们每天都按时来吃果子。
冬天，这棵树是麻雀的避风

港。寒冷的冬天，小麻雀们在树上
搭起了温暖的窝，抵御呼呼的北风。

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棵是什
么树吗？其实，这棵麻雀树是一棵
枣树，它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了。以前生态环境没那么好，很少
看到有鸟儿在树上停留，现在污染
少了，空气也好了，枣树上的麻雀也
越来越多了。麻雀们喜欢它，我也
喜欢它。

麻雀树
□经贸小学 二（9）班 姜铭逸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没
错，这句诗正是描写元宵节的。按照
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人们要点起
彩灯万盏，以示庆贺。此外，出门赏
月、喜猜灯谜、观赏花灯、共吃元宵，
这些都是历经岁月沉淀不变的习俗。

为了让大家充分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在今年元宵节这天，我们学校举
行了巧手做汤圆活动。一走进食堂，
看到已经准备好的原料堆满了桌子，
闻到那扑面而来的酒酿的香甜味，我
们瞬间对制作美食的欲望愈发强烈

了。说干就干，大家洗净双手、挽起袖
子便开始了。首先当然是和面了。我
们学着老师的样子，把水倒进盆里，十
几双小手合力揉着面，直到把面团揉
到像橡皮泥一样有韧性。紧接着就是
最热闹的做元宵环节了。只见陈老师
用手从刚才的大面团上掰下一小块
儿，三下五除二搓成了长条，并迅速切
成了形似正方体的小块状。“来来来，
大家跟着我，每人先拿一块练练手。”
陈老师说道。我抓了一个放在左手的
掌心，右手轻轻合上后摁住小面团顺

时针轻轻打转。这玩意儿在我手里滚
来滚去，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真有意
思！大约过了十多秒，我小心翼翼地
挪开右手掌，好期待啊，我的第一个元
宵会成功吗？“不错不错！”一旁的小王
凑近看了看说道。“咦，元宵怎么被搓
成长的了？”同组的小罗边说边笑着看
了看自己的“成品”。“嘿，大家快看我
的连体娃。”对面的小金一次搓了两
个，直接拧成了一个“8”字……之后，
大家开始慢慢摸着门道，不紧不慢地
搓，小心翼翼地放。不一会儿，桌子上

摆满了白白的、玲珑的小元宵。待水
烧开后，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它们一股
脑儿倒进了锅里。

刚出锅的元宵，热腾腾、胖乎乎、
圆溜溜、亮莹莹，就像一个个白胖小
子，用调羹舀一个放入嘴里，甜滋滋、
软绵绵的，真是美味极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感谢
学校举办做元宵活动，让我们明白了
做元宵、吃元宵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
俗，也寄托着人们追求团圆和美满的
愿望。

春天，一个适合放风筝的季
节。周六的早上，阳光明媚，我带着
妹妹去公园放风筝。蓝天、白云、微
风，还有一望无边的草地，处处洋溢
着春的气息。

我们来到草地上，放风筝的人
可真多呀！天空成了风筝的舞台，
形态各异的风筝在空中尽情飞翔，
有活泼可爱的“小金鱼”，有勇猛高
飞的“老鹰”，还有随风舞动的“大蜈
蚣”……它们好像顽皮的精灵，同白
云嬉戏玩耍，你追我赶，把整个天空
打扮得绚丽多彩。

我拿着风筝来到了一块空旷的
草地上。这是一个“小燕子”风筝，尖
尖的嘴巴，雪白的肚皮，剪刀似的尾
巴，可爱极了。我高兴地对妹妹说：

“开始放飞我们的‘小燕子’吧！”

“好！”妹妹兴奋地跳起来。妹妹小心
翼翼地把“小燕子”举过头顶，我左手
拽着线，右手拿着线轴，飞快地向前
跑，边跑边放线，边跑边回头看妹
妹。这时，一阵风刮过，我对妹妹大
喊一声：“放！”妹妹赶紧松开手，把风
筝轻轻地向空中一抛，“小燕子”颤颤
悠悠地飞了起来。我赶紧拽着风筝
线跑了起来，我们的“小燕子”越飞越
高、越飞越远，在蔚蓝的天空中变换
着各种姿态，时而盘旋几圈，好像在
炫耀它的美丽；时而翻几个跟头，好
像在和小鸟做游戏；时而往下一钻，
好像在和白云捉迷藏，有趣极了！

天空中的风筝越来越多，草地
上的笑声越来越响，我们仿佛就是
一只风筝，迎着春风，向着希望翱翔
着。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放风筝
□朱棣文小学 四（4）班 沈子熙

今天，我们市融媒体中心的小记者
们来体验做小主持人。让我激动的是我
们能与《太仓新闻》主播张玉平老师亲密
互动，了解她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

来到市融媒体中心小主持人班，张
玉平老师向我们介绍小主持人班的学习
课程，并且向我们分享了主持人的“干
货”。原来主持人发音那么标准，字正腔
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了解到普通
话有四种调类，分为高平调、中升调、降
升调、全降调。张老师还教我们运用“五
度标调法”来读绕口令，课堂气氛一下子
热烈起来了。

体验完小主持人班的课程后，张玉
平老师带我们去参观演播厅。演播厅外
面是一个摆满了各种仪器和监视器的房
间，演播厅内有一张白色的主播台，后面
也有一排监视器。原来《太仓新闻》就在
这里录制的。“大家好，我叫某某某，我来
自……”我坐在主播台上，试着当了一回
主持人。我在主持过程中既紧张又忐
忑，联想到主持人每次都要说那么多，还
不能说错，每个字都要发音标准，真是非
常不容易。

接着张老师带我们参观了访谈录播
室。我看到了一面绿色的墙，这就是虚
拟演播室。在这绿幕前录制的节目可以
通过后期制作配上不同的背景和效果。

看到这么多的机器和设备，想到我
们平常看到的电视节目真是来之不易
啊！这中间离不开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
的辛勤劳动，其中包括了记者、主持人、
拍摄者、后期制作者的付出，这些都需要
专业的技术知识，所以好好学习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体验小主持
□经贸小学 六（2）班 谢思彤

难忘的元宵节
□朱棣文小学 六（2）班 甘雨凡

第一次煎蛋
□朱棣文小学 四（5）班 殷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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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动物园”
□经贸小学 四（2）班 全文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