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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小记者

我坐车来到中荷奶牛
场，进了大厅，看到这个奶牛
场的缩小模型。奶厂郭经理
说：“这个奶牛场占地 3600 余
亩，包括 5 个放牧区和 6 个优
质牧草种植区，放牧区面积是
400 亩，分别用电网隔开。有
860 多头奶牛，每头奶牛的平
均寿命是8岁。”

要正式参观了，我怀着激
动的心情和大家走过一段柏
油小路来到一间房子前。这
间房子很古怪，工作人员说需
要通过这间房子才能进牛
场。进去后一股雾气扑面而
来，我立刻大叫：“不好了，这
东西是要把人变成怪物的！”
出来后听郭经理说：“这只是
消毒水。”我这才把悬着的心
放下。

接着来到牧草种植区，周
围用粗铁丝围着。郭经理说：

“这些铁丝是带静电的，大家
可以摸摸，不电人只是被打一
下。”于是我摸了摸，手就被电
了一下。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
时候了，要去看挤奶喽！我
脑子里闪出以前从书本上看
到的给奶牛挤奶的图画，说
不定这次真的可以去挤奶
哩！可是郭经理的一句话把
我的高兴劲儿打消了：“因为
要确保牛奶无菌，全程都是
机器挤奶。”

我转念一想，机器是怎么
挤奶的呢？原来奶牛到时间
排着队进入挤奶屋，每个奶牛
都有自己的房间，有红外线开
门。站定位置后，将挤奶管插
入乳头，通过这根管子将牛奶
输送到大玻璃瓶里。奶吸完
后，机器上的灯会亮。这时工
作人员会把管子拔掉，门打

开，奶牛就出去了，接着下一
头奶牛进来。这就是挤奶的
全过程。

看完挤奶，郭经理把我们
带到一个牛棚，他说：“所有奶
牛耳朵上都戴着编号牌，这些
编号是唯一的，通过编号可以
查到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防止近亲交配，保证牛的
质量。”

（小编说：刚才说到从活动
现场回来后，细节还原的问题，
张原驰的稿件里就写到了一个
细节：“奶牛耳朵上的编号牌可
以查出她的家族信息”。在现
场的时候，很多小记者都得到
了这一信息，而在具体写作中
选择了舍弃。我们还有小记者
也写出了自己发现的重要信
息，就像本文引题里的那些信
息一样。写出你独特的关注
点，不要忘了这一点哦！）

去久闻大名的阿里山坐
小火车，去广兴纸寮里学习
古法造纸，去日月潭里坐游
艇，去台北夜市美美地吃一
顿，去诚品书店里感受 24 小
时无休的读书气氛，去台北
101 观景台感受登高望远的
辽阔……８天的行程里，我
们精选了多个活动项目，带

小记者们深度游台湾。
来说说加入方式：
本次活动为组团出游，限

额30人，亲子游或孩子独自
游均可。如有意向，可电话咨
询：13838049210。

因整个活动前期筹备需要
较多时间，本次报名截止日期：
12月20日。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牛奶，我也
是一个超级小牛奶迷。可你知
道什么样的牛奶才算是好牛奶
吗？如何喝奶才会更科学吗？

走，到中荷奶牛养殖基地
去一探究竟。

中荷奶牛养殖基地紧靠
黄河大堤，坐落在黄河河床的
滩地上，距离黄河只有 1.5 公
里远。虽然雾霾又来捣乱，冬
天的黄河滩上也满目枯黄，一
片苍凉，可当我们远远看到跟
大熊猫相同颜色的奶牛时，还
是欢呼雀跃，蜂拥而上。

我抓起一把干草使劲儿往
前伸，奶牛伸出舌头把草卷到
嘴里，它舔到我的手心时痒痒
的。奶牛爱吃的牧草有苜蓿、
黑麦、高羊茅和三叶草，其中

“牧草之王”是紫花苜蓿，它粗
蛋白含量为18%左右，好吃的
很，是奶牛的最爱。这牧草的
名字都带着诗情画意，奶牛可
真够美的。

来到挤奶房，奶牛都很
乖，排着队，一头挤完了另一
头自觉地进来。原来它们都
养成习惯了，不挤奶的话它们
会不舒服。每头牛每天挤２
次奶，一次挤二三十斤。师傅
说，世界冠军是美国的一头奶
牛，它每年产奶 33 吨，一天产
奶86公斤。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蛋白
质和脂肪含量越高的牛奶，品
质越好。

最后，请喜欢喝牛奶的同
学注意啦，一定要擦亮眼睛往
这里看：不要喝生牛奶；不要

空腹喝牛奶；牛奶不要与酸性
果汁一起喝；不要用牛奶代替
白开水喝药；不要长时间高温
蒸煮牛奶……怎么样，同学
们，看似平平常常的一杯牛
奶，里面的学问可真不少吧！

（小编说：小记者们来到一
个活动现场，大家获取的素材
往往是相似的，而回来后稿件
所展现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文
章结构、文笔、细节还原、延伸
内容上。郑泰然同学的稿件中
就有许多他的研究，所以也比
其他小记者有了更深的内容。

关于世界高产奶牛，我百
度到，现存的世界冠军是加拿
大的一头奶牛“蓝精灵”，15岁
的它共产奶215吨，平均一天
产奶55公斤。同学们有兴趣
的也可以自己查一查哦！）

本周六，小记者集结啦
听专业记者讲采访的那些事儿

从 2013 年 8 月，红领巾记者团开始自己的第一场
活动，至今已完成了 14 场活动。参观金龙鱼的面粉
工厂、去原阳养鸭基地做咸鸭蛋、听杨红樱老师的讲
座、采访市教育局长毛杰、团市委书记张艳华、看星星
聊气象……我们的第一批小记者已经在实践中得到
锻炼,找到了乐趣。

工作做了这么久，咱也得来点儿职业培训，让大家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呀!

所以，这个周末，我们暂时不再外出，而是回到
屋里搬起厚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知识好好的学习
一下。

别紧张，不用大家读那些枯燥的专业书，我来
讲，你们来听就好啦！

周六上午 9 点，郑州晚报社 3 楼会议室，不见不
散哦 !
郑州晚报记者 张柳

量身定制,小记者寒假游学台湾
探访国语日报同行、交流少儿读书经验、探究活火山的奥秘

现如今的生活中，城市里的孩子每天一杯奶似乎已成常态，但是在这包装盒里白白的液体
背后是什么呢？恐怕知道的孩子就很少了。
没关系，让我们的小记者来做大家的眼睛，深入到奶牛养殖基地里去，看一看，再给大家讲
一讲，奶牛和牛奶的生活吧。 郑州晚报记者 张柳 文／图

“自由行”让去台湾旅行变得更加简单、易行，然而，你也许会
发现，有些地方没有“组织的力量”还真是到不了。
比如，台湾的国语日报社。
再比如，专门设计安排的少儿读经教育研习活动。
郑州晚报记者 张柳

《国语日报》是 1948 年 10
月 25 日由著名语言学家魏建
功先生创刊发行的，并一直
发行至今，坚持每天出刊，它
还是全世界唯一全文标注注
音符号的报纸，影响了台湾
几代人。

这份已 60 岁高龄的报纸，
是一份以儿童为主的家庭报

纸和教育报纸，该社也一直陆
续出版许多书籍与开设语文、
才艺课程。作为一名专业的
小记者，走到一个地方不拜访
一下当地的同行怎么行呢？
所以，我们安排了专门的时
段，和台湾做家庭、教育内容
的报业同行、老师来交流一
下，学点东西哦。

大陆和台湾的日常用语上
有一点小差别，小记者们可能都
知道：台湾小朋友学习的还是繁
体字，他们的课本你可能会读不
利索哦！

这一点差异，也许会让
台湾小朋友在学习国学经典
方面，少一点障碍，多一份顺

畅吗？
台湾的小朋友在经典学习

的过程中，先学什么，再学什
么，有什么经验、方法、感受呢？

这些问题我们也回答不上
来，有心的小记者可以记住它，
在读经研习活动中直接面对面
的提问，寻找答案哦。

少儿读经研习共探讨

“火山分为死火山、休眠火
山、活火山，其中活火山指现在
仍然活跃的火山……”

我们不是在为大家上自
然地理课程，我们是要把大
家带到台湾岛内现存的活火
山——阳明山跟前，让小记
者们实地感受大自然的威严
与力量哦！

这可不是容易见到的自
然景观，现在的科学发现表
明，地球上的火山活动平均

每年大约有 50 多次，但是其
中大部分都是在海底和人迹
罕至的群山中，因此对人类
产生影响的火山活动感觉上
很少。

不过也不用害怕，说它是
“活火山”，也不是现在就会喷
发，再亮出一个知识点：那些
在 过 去 10000 年 、5000 年 或
2000 年来有过一次喷发的火
山，称为活火山。所以，此行
很安全哦!

活火山让你感受自然奇迹

更多新鲜等你探寻

什么样的牛奶才算好牛奶,如何喝奶才更科学

奶牛场里大开眼界

“中荷奶牛养殖基地”见闻
红领巾记者团 育才小学四年级 郑泰然

参观中荷奶牛场
红领巾记者团 中原区外国语小学 张原驰

■活动预告

■小记者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