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特刊

B1
2025年1月3日 星期五

责编：张巍 版式：刘晓云 校对：俞佳梨 电话：88585515CHENGZHANG TEKAN

奉化小记者公众号 奉化小记者视频号

传承革命精神 体悟乡村魅力

奉化小记者探寻马头村红色足迹
2024年12月14日下午，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核心价值观进爱教基地活动走进马头村，10余名奉化小记者实地感受古

村红色文化底蕴，进一步了解家乡历史，激发家国情怀。

活动中，小记者们参观了村容村貌，了解了村庄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这些古老的建筑见证了岁月的沧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他们仔细聆听讲解，

不时提出问题，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溢于言表。

红色印迹馆内陈列的英雄事迹与革命文物，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通过参观，小记者们更是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与爱国情怀，

心灵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探寻古韵新貌 追寻红色根脉
莼湖中心小学501班 刘瑾萱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来到一个小村庄——
马头村。

讲解员先带我们来到一座桥，别看它只是一座普
通的桥，从上方眺望，桥身和周围的花草组成了一个繁
体的“马”字。站在桥上，看眼前的湖，微风拂过，漾起
层层涟漪，我们仿佛深处在这幅美丽的水墨画中。

接着，我们跟着讲解员参观了小酒坊、马头村红色
印迹馆。马头村红色印迹馆面积有200平方米，共设4
个展厅。馆内既有直观的实物、图片，又有生动的文字
表述，“峥嵘岁月”“红色星火”“激情岁月”“血铸丰碑”

“滨海烽火”等主题展板重点展示了裘村镇、松岙镇一
带早期党组织活动及工农运动，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让我看后不禁感慨万千。

随后，讲解员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房间，告诉我们
要在这里做马头村的特色美食——萝卜团。顾名思
义，它的馅是萝卜，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它的皮竟然是
年糕做的。看着一个个可爱又色香味俱全的萝卜团，
真是令人食指大动。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我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返
程的大巴。这次的马头游，真让人回味无穷呢！

走访红色古村 探寻历史记忆
莼湖中心小学302班 吴天幸

早就听说爱国教育基地特别有意思，一直想去体
验一下，这不，机会来了！奉化小记者带着我们莼湖中
心小学的学生去那里游玩，我可高兴啦！

那天，阳光格外明媚，就好像在为我们的旅程加油
助威。我们抵达了裘村镇马头村，这里出了不少革命
烈士呢！在讲解员老师详细的介绍下，我对他们英勇
无畏的事迹有了深刻的认识，也更加明白幸福生活是
多么来之不易。

随后，我们来到了酒坊墙弄。你们知道为啥这个
地方叫酒坊墙弄吗？原来呀，在清朝嘉庆年间，这里可
是一整片酿酒的地方，所以被称为老酒坊。走进老酒
坊抬头看，能看到一堵堵像楼梯似的墙。老师告诉我
们，这种墙叫马头墙，也叫封火墙。以前的房子都是木
质结构，一旦哪里起火，马头墙就能起到很好的阻隔火
势的作用。

介绍完毕后，我们到了餐厅。这里有美味的萝卜
团，我们不但吃了萝卜团，还动手做了呢，可有趣了。

走出马头村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那些英
勇事迹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让我深深感受到革命
先辈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所付出的巨大努
力，也更加珍惜现在的繁荣昌盛。

这一次的马头村红色之旅真的是令我难忘的一
天。 指导老师 袁夏婷了解红色历史 激发爱国热情

莼湖中心小学604班 张曦
早晨，阳光明媚，天空万里无云，我们乘着车到了

马头村。
下了车，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坐落在村门口的村委

会。工作人员已经等在那里，欢迎我们来到马头村。
马头村山清水秀，三面环山，其中还有一座“马”

桥。走过“马”桥便进入了居民楼。刚入居民楼便看见
一个名人故居。这个故居十分老旧，别有一番江南风
味……

穿过走廊，来到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地——红色印
迹馆。这里有许多名人名事，值得所有人来此纪念。
我先在门口照了张相，走进去，文字目不暇接地往我这
飞过来，我渐渐入了迷，这些陈旧的老物件好像散发着
光芒。

走进里面，仔细阅读，我不禁热泪盈眶。我好像回
到了那时，战士们为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背上行囊，冲
在了战争的第一线，很多战士因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
生命。我体会到战士的辛苦与艰难。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客厅，客厅以木质结构
为主，地板像大理一般光滑。餐桌上摆放的萝卜团，像
一个个“汤圆”。我坐到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汤
圆”。“汤圆”散发出浓浓的香味，这香味不断向我传
来。我忍不住尝了一口，这糯叽叽的口感中混杂着咸
香的味道，实在太奇妙了，令人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
个。吃完后，我还尝试去做了个“汤圆”。这“汤圆”看
着制作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这样的，我做了
半天却做了一个“恐龙蛋”。

通过这次活动，我体会到了红军战士们的辛苦与
艰难，这种吃苦耐劳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这种精神也
让我在学习上有了动力，让我坚定了信念，明确了目
标，使我学习更加有动力。

村史馆里忆乡愁 厚植家国情怀
莼湖中心小学603班 穆川丽子

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有令人难忘的经历，这次
我们来到马头村，看到了一条“红色的长河”。

来到马头村，望着山上的郁郁葱葱，望着被时光冲
得老旧的一间间房屋立在眼前，我的心中有别样的情
感。

跟着讲解员的步伐，我们走进最令人期待的马头
村红色印迹馆。听着讲解，望着墙上句句鲜明的革命
标语，我不禁感慨万千。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个革命烈
士的身影，久久不能散去。转身走入一个展厅，望着展
台上锈迹斑斑的砍刀，被磨得破烂的草鞋，我的脑海中
浮现出革命先辈拿着武器，穿着装备，为我们后代抛头
颅洒热血的壮烈场面。我的眼眶湿润了，心中燃起了
对革命烈士的浓浓敬意。

参观完毕，我们又去了另一个展厅。望着热情的
大娘端着一大盘热气腾腾的萝卜团，我差点流下了口
水。她随即又端来了一盘年糕，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后，
学着大娘的手法包了一个圆溜溜的萝卜团，将它装进
打包盒，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坐在车上，望着窗外的风景，回想起今天的点点滴
滴，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次特殊的“旅行”吧！

追寻红色记忆 感悟乡村振兴
莼湖中心小学603班 尹莹

马头村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座古村，已有
1100多年的历史。在这儿的教授、专家、博士、高级工
程师竟有40多位，所以被誉为“教授村”。

走进马头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桥。这可不是一
座普通的桥，如果你从上往下看，你会看到一个繁体的

“马”字，可神奇了呢！
再往里走，就来到了“惟暨堂”。此宅已有 300余

年历史了，可以说是马头村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老
宅。门头正面“攸宁”二字选自《诗经·小雅》，就是说住
在这样的地方一定能够舒适安宁，真是古色古香。

这儿的村民也格外热情。在这儿，你能品尝到让
人回味无穷的萝卜团，萝卜配上年糕，那简直是舌尖上
的美味。在这个古老而美丽的乡村里，吃着当地美食，
走遍美丽的风光，是多么惬意啊！

马头村，一个集红色革命遗迹与千年古韵于一身
的古村。这个村庄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了，在这一游，
就如同多读了十年书，我恨我没有早点来到这儿。回程
的路上，我是多么的不舍，望着离我越来越远的马头村，
回想着今天的所见所闻，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踏上红色之旅 感受乡村变迁
莼湖中心小学501班 王妤馨

在冬日暖阳的照拂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马
头村。

讲解员先带我们来到了一座桥，桥边有许多芦苇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四周种满了各色植物，在冷风中竞
相比美，让人感到神清气爽。“为什么这座桥弯弯曲曲
的呢？”一个人疑惑地问到，讲解员笑呵呵地说：“因为
这就是个‘马’字呀。”原来，这座桥是一个繁体的“马”
字，这也是马头村的标志。

接下来，我们去了马头村的一条“酒香不怕巷子
深”的小巷。据说，马头村的酿酒历史已经有500多年
了呢！在这里你一眼就能看见几个酒缸，又大又重，摆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每个角落都洋溢着酒的气息，让人
沉醉。我们跟着讲解员继续往前走，来到了历史悠久
的“惟暨堂”。它建于清朝嘉庆15年，面积有近4000平
方米，是陈宠贤和三个儿子酿酒的地方，所以又叫老酒
坊。

活动最后，我们要做萝卜团糕点啦！首先，要把面
团搞出一个洞，用来塞萝卜丝。再把“洞口”封住，搓圆
就完成了！

在马头村，我感受到了“水墨马头”的称号。这个
小乡村静谧、美好。这里人才辈出，有40多名教授、学
者，它还被称为“教授村”。

这次马头村之行，真令人难忘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