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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30组宁波晚报（现代金报）小记
者家庭走进“浙东红村”余姚梁弄横坎头村华
润万家蔬菜基地———味好蔬横坎头基地。现
场，孩子们除了参观科技农业“红芯”植物工
厂，还化身“小小农艺师”，过了把种菜瘾。

这个基地总占地面积 58 亩，在薄膜温室
种植了几十种无农药无公害蔬菜，包括生菜、
菠菜、番茄、黄瓜、罗勒等常见的叶菜类、果菜
类及可食用中草药。温室里，各种先进技术的
应用为“植物工厂”的高产高质保驾护航。孩子
们一边看展板、听讲解，一边认识“无土栽培”

“智能管理”等现代农业技术。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樊莹

工作人员介绍，水培植物生长过程不靠天
和地，而是在封闭而精密的环境中，由精准的
算法和智能系统掌控。根据算法，大棚里的仪
器设备会自动调节光照强度、水分供给和营养
液配比，确保每一株植物都能得到最适宜的生
长环境。像菠菜、茼蒿，从播下种子到收割，只
需要20天左右。

“太神奇了！”参观大棚的过程中，孩子们惊
叹连连。他们隔着落地玻璃窗，看到了一排排

“水上漂”的无土栽培蔬菜，下方是一条条“营养
动脉”，让新鲜蔬菜靠“喝水”生长。而且，水里的
蔬菜一年内可以不停地反复收割、生长。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水培蔬菜和土培蔬
菜的区别，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们来到体验区，
穿上白大褂，自己尝试水培生菜苗、菠菜苗。

“以前一直以为蔬菜只能长在土里，这次
大开眼界。”余姚市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
孙浡轩小朋友发现，水里种蔬菜，从铺苗床、定
苗再到定植、种苗，要想顺利完成所有步骤不
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更多耐心和细心。鄞州区
宋诏桥小学周致含也笑说，种苗的过程她不敢
太用力，生怕把根部折断了。

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上午，但小记者
们收获满满。他们不仅学到了新型农业种植知
识，更体验到了劳动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

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字密码？
“写作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强调表达和交流的

能力提升；而作文是特定要求下的写作练习，主要
目的是完成教学任务。”张亮从作文和写作的区别
讲起，告诉家长两者使用场景也不一样，作文主要
用于学校和家庭作业的写作练习，完成作文题，得
到相应的分数，而写作的表现方式更加多样。张亮
还告诉同学们，大家写文章应从“情绪”入手，在保
证真实性的同时，注重“过程意识”，把故事拆出三
个阶段，让字数要求不再是痛苦的目标。

“我感觉自己写得很好的作文，老师没有给我
打高分。”

“有时候看了孩子的作文，我不知道是改好，还

是留着给老师改？”
……
孩子们列举自己碰到的问题，家长们诉说自己

的困惑。张亮根据自己的经验分享说，“每个人对作
文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挺
好，请一定要坚持。”“看了孩子的作文，你可以帮忙
理一下思路，告诉他这样的逻辑是否合理，但务必
呵护他天马行空的想法，不要告诉他这样不对，而
要对他说这里写得真让人意外。”

“这样的写作分享课真有趣，下次还想参加。”
鄞州区下应中心小学小记者陈思瑾的妈妈告诉记
者，每个年级的孩子在写作上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
难点，这样的交流平台给了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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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下午，宁波晚

报·现代金报小记者新闻学

院第四期在宁波日报报业集

团开讲，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首席编辑张亮结合鲜活的案

例和陪伴孩子成长的故事，

给百余名小记者及其家长分

享了一堂“每个人都能写好

属于自己的 400 字”的作文

课。

作为一名小学生，怎样

写作文才能得高分，是很多

家长和孩子心里一直解不开

的困惑。“我家孩子明明看了

很多书，怎么写出来的东西

全都不是我要的？”有家长吐

槽；“我觉得自己写的作文挺

好的，老师总不给高分。”有

孩子郁闷。
□现代金报 |甬派 记者 万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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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围着张亮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