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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小记者家长告
诉笔者，她想写一封信，以她孩
子的经历来告诉其他小朋友报
名参加小记者能够收获什么、
对小记者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笔者鼓励她说：写吧。昨天，笔
者收到这位家长写好的信件，
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后，平顶山
日报社教育中心工作人员都很
感动，遂与读者分享。信件内
容如下：
小记者们、小记者家长们：

你们好！
我是东风路小学三年级（二）

班学生寇如琰的妈妈。2017 年
初，我的孩子报名参加了小记者。

报名成功后，孩子满脸的喜
悦、闪光的眼睛和清脆的笑声，仿
佛告诉世界：我成了一名光荣的
小记者！

孩子突然问我，当小记者要

干什么？
我也迷茫了，不知道如何回

答。
在我的认识里，记者是一种

职业，从事媒体信息的采集和新
闻报道。小记者应该是相对于新
闻媒体中由成年人担任的新闻

“大记者”而言，是一个年龄上的
对比和差别吧？

我想大多数家长应该和我有
着同样的茫然。

孩子当了小记者，到底能干
什么、会干什么？

孩子一次又一次参加小记者
活动的亲身体验和实践，让我发
自内心地惊呼：小记者，大课堂！
一年多的时间，孩子在鹰城小记
者这个平台上，不断取得新的成
长和变化。

一年来，鹰城小记者团队的
老师们利用节假日精心组织宝丰

探秘之旅、图书管理员体验、小小
面点师、小牛顿实验室、小鬼当
家、金牌演说家、儿童职业体验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活
动。为平顶山40余所中小学校，
数千名小记者们创造了课余时间
学习的大好机会和平台。

这些活动内容不限于课堂和
教材，贴近生活实际，让孩子在学
好课本知识的同时，走出课堂，来
到户外，观察自然，了解历史，感
受民俗文化，投身社会，在自我学
习和自我实践的过程中快乐成
长。

送孩子参加小记者活动前，
看到其他家长朋友忧心忡忡的样
子，我的孩子说：妈妈放心，老师
一路会贴心照顾我们，我们也会
遵守纪律，快乐出行。

回来的时候，孩子幸福快乐
地告诉我：虽然有点累，但是玩得

很开心，开阔了眼界，结识了很多
新朋友，学到许多在家里、学校无
法获得的知识。

因为积极参加小记者活动，
孩子第一年就被评为优秀小记
者，孩子的活动照上了报纸，小区
的宣传栏也有展示，我备感自豪。

通过集体活动，孩子由羞怯
变得大方，由在陌生环境不敢说
话变得主动交流，由畏手畏脚变
得自信、独立和乐观，主动参与社
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
写作水平、综合素质能力得到了
很大提升。

我们相信，鹰城小记者会成
为一股清泉，深深滋润着孩子们
求知上进的心灵，带领孩子们收
获更多的知识和快乐。

祝愿鹰城小记者活动越办越
好，祝愿小朋友们健康成长！

（王红梅）

一封小记者家长的来信

3月 29日下午，平顶山日报
社小记者团30名小记者头戴小
红帽、手持纸笔走近湛河，参加
了由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和
我市湛河治理工作指挥部联合
开展的“保护湛河，爱护母亲河”
系列活动。

“叔叔，湛河治理都包括哪
些内容？”“阿姨，你们是怎么监管
湛河治理工程的质量的？”……当
天下午3点多，这30名小记者在
凌云路湛河桥集合后，在平顶山
日报社教育中心和我市湛河治
理工作指挥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沿湛河南岸一路向西，采访了
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奔波在湛
河治理现场的义工们。小记者详
细了解了湛河治污的工作进度和
广大市民对湛河治污工作的反应

等。完成采访后，他们还拿出事
先准备好的垃圾袋捡拾垃圾，美
化湛河环境。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湛河治污的
意义，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母
亲河。”我市湛河治理工作综合
宣传部部长李强说。

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小记者作为鹰城的
小市民，爱护鹰城母亲河责无
旁贷。该中心计划将“保护湛
河，爱护母亲河”作为一个长
期的活动开展下去，让更多的
小记者参与进来，主动担起保
护湛河的重任，并发挥他们的
宣传辐射作用，带动更多市民
参 与 到 保 护 湛 河 的 活 动 中
来。 （王红梅）

保护鹰城母亲河 小记者在行动

“老师，我们的稿子为什么没有
发呀？”近段时间，平顶山日报社教
育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会接到家长
的热线，反映小记者稿件未被刊登
的情况。就这个问题，笔者咨询了
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的相关工作
人员。

小记者家长李女士说，她经常
帮孩子把作文发送到小记者专属
邮箱，有时候甚至一次性投了好
几篇，但通常一次发送的稿件只
会录用一篇，有的甚至一篇也没
有发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针对家长反映的问题，平顶山日
报社教育中心工作人员说，目前
小记者投稿主要有两个渠道，一
个是学校老师集中投稿，另外一
个是家长自行投稿。在投稿的过
程中，负责投稿的老师和家长要
注意以下三点：

注意稿件的时效性。老师和
家长要有选择性地投稿，要注意时
效性。比如春天题材的作文，孩子
写出来之后，要尽快发送到小记者
邮箱。不要等到夏天来了，老师、家
长才把作文整理出来投稿，这样，作
文就失去了时效性。即使作文本身
很出彩，但与时效性较强的作文一
比，就很难发表了。

注意稿件的题材。平顶山日报
社教育中心鼓励所有小记者参加小
记者活动，并且及时采写与活动相
关的作文。当然，其他题材的稿件
也可以写，但总的来说，作文题材要
新颖，内容要鲜活。

注意稿件的数量。建议老师
和家长不积攒稿件，不要一次性
为 同 一 个 小 记 者 发 送 多 篇 稿
件。 （王红梅）

小记者提高发稿率
三个“注意”要知道

□记者 耿剑

本报讯“面塑不仅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更是与人交流的一把
钥匙……”3月28日下午，国家高
级面点技师乔喜梅走进雷锋小学，
向这里的小记者介绍我国的传统
手工艺面塑的文化历史，还现场指
导孩子们制作面塑“可爱小猪”。

当天下午，80多名在校小记
者参与了学习传统文化和制作
面塑活动。面团刚发到手里，孩
子们就兴奋起来，搓面团，捏造
型……在乔喜梅老师的耐心讲
解下，孩子们一步一步跟着学，
讲到关键地方，乔喜梅还会让女
儿刘岚给孩子们一组一组地指
导。

三种不同颜色的面团在孩子
们手中很快变成了形态各异的小
猪，调皮可爱、憨态可掬。在乔喜
梅的指导下，孩子们不仅认识了
什么是面塑艺术，还体验了如何
制作面塑。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
可爱小猪面塑，孩子们乐开了花。

了解传统文化 学习面塑制作

面点师手把手教小记者学手艺

“你好，我家孩子现在想报名
当小记者，还能报吗？”根据平顶山
日报社教育中心统计，几乎每天都
有家长电话咨询小记者报名事
宜。近日，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
有关负责人说，平顶山日报社小记
者团常年可报，报名成功后，小记
者可以参加由教育中心策划的全
年的小记者活动，还可以投稿小记
者作文，并收到相应的稿费和作品
刊登通知书。

“我要把这些钱都存起来。”近
日，当一名家长把孩子发表作文的
稿费交到孩子手中时，这名小记者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根据 2017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小记者一般投
8 篇作文，就可以收到 100 元左右
的稿费。

目前，报名小记者主要有两种
途径，一种是工作时间到平顶山日
报社广告部二楼教育中心（201 办
公室）报名。另外一种是通过“鹰
城小记者”微信公众号报名，这也
是最近刚刚开通的一种报名通道，
具体的报名程序请通过微信公众
号查阅。 （王红梅）

小记者报名
有微信通道啦

面点师在为小记者进行面塑制作要领示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昨日，在市区凌云路以西的湛河绿化施工现场，来自新华区实验小
学的小记者对施工监理人员进行采访。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