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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城市里的“农庄”
参与学校  舒城县实验小学（东校区、西校区）
学生记者  吕欣晨  王奕采  任  可  杨子烨 等
指导老师  许  娟  常前红  刘炜炜

围观热带植物，体验耕地种菜，亲手抓鸡，盲眼互动，大锅做饭，劈柴生火……这一切趣事发生在同一个地点——舒城
县鹏翔生态园。
10月23日，来自舒城实验小学的11名学生记者来到了鹏翔生态园。解说员姐姐首先为小记者们介绍了生态园门头的设
计：“像翅膀一样两侧张开的形状，这个代表着‘大鹏展翅’的意思。”“怪不得名字要叫鹏翔呢！”小记者们欣赏过
后，在解说员的带领下向吟春园走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榴园，树枝上挂满了又大又红的石榴，想要握住它们，两只
手并用才行呢！
路过石榴林、桃林，小记者们又来到了珍禽园的门口，园里蓝孔雀和珍珠鸡正在悠闲地散步。解说员姐姐问道：“谁知
道孔雀为什么要拖着长长的尾巴呀？”“因为想要吸引异性的目光！”小记者们抢着回答。

明星植物们
鹏翔生态园位于安徽省舒城县境内，总规划面积4497亩。园内拥有农业生产基地、科技农业观光展览基地、野生禽类养
殖园、休闲度假区、龙舒文化街等。鹏翔生态园农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生态园农业科技展馆占地8460平米，分为花卉区和果蔬区。花卉区拥有花卉300多个品种，一年四季百花盛开，绿树成
荫。小记者们走进花卉区，发现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垂着千万条渐变色的“丝线”，最长的有三米多，看起来像月老的
红线一般。这个叫“锦屏藤”的植物瞬间引发了小记者们的好奇心，大家纷纷伸出手试试真假。解说员又向大家介绍了
园里最有特色的植物，叫做“酒瓶椰子”，因形状似酒瓶而得名。还有“碰碰香”也是紧紧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手轻
轻一碰，它就会发出淡淡的清香。小记者们激动地上前围观记录。在多肉植物区，大家还学习了一个养多肉的小秘诀：
多晒太阳、少浇水、多通风。
来到果蔬区，这里有60多个品种，采用原生态养殖和科学化管理相结合的方法，不使用化学药品催长，遵循自然规律，
满足农作物的生长周期。里面的温度高于室外。解说员为大家解释道：目前很多植物是反季节的，所以要将温度控制在
25到30度之间。小记者们第一次看到了土生土长的菠萝，还有“人参果”，真是大开眼界。

体验传统劳作
接着，小记者们的重头戏来了。鹏翔生态园的崔飞叔叔带领大家亲身体验农耕种菜，感受传统的生活方式！11位小记者
列成三队，分别种植麦子、白菜、红薯。大家还选择了自己心仪的工具，有二师兄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还有铁锹、
锄头等等。
虽然大家种的植物不同，可小记者们都在自己负责区域里挖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坑。这可乐坏崔叔叔了，说道：“你
们这挖的倒是很适合种树。”说着，给大家示范了正确的种植方法。
不同的植物需要不同的工具和种植方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小记者们心领神会，将蔬菜认真种进土里。做完后，一个
个瘫倒在一边。崔叔叔见状问到：“大家感觉怎么样呀？”“太累了，好难哦！”“农民伯伯好辛苦，我们不能浪费粮
食。”大家又集体背诵起了古诗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带着今天的亲身体会
和感受，想来小记者们对这首诗的理解又多了一层。

劈柴这事不简单
午饭后，崔飞叔叔又带着小记者们沿着池塘边的小路走去参观园里的农家大锅灶。走了五分钟，便来到了一个草屋前。
草屋挂着马灯、地上放着风箱、柴火整齐地堆在一边，还有三个传统的老式大锅灶。在崔叔叔的指导下，大家要完成一
个小任务。小记者们轮流上场，将木块放在凳子上，左脚踩住，双手拿着锯子一点点地拉锯，将木块锯成小块，以便于
燃烧。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不是这么回事了。有的锯了半天，木块纹丝不动。有的上下拉锯都很吃力。多次调整姿
势、轮番上阵之后，总算将木块锯好了。大家纷纷给自己鼓掌，挑战了一项新事物！
草屋门前还有一片池塘，鱼儿钓上来现场即可在锅灶做起美食，满满的乡村生活的味道，世外桃园般的原生态。
鹏翔生态园是如何体现我们文化的呢？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们拿出思考后的问题采访了鹏翔生态园的总经理范叔叔，范
叔叔耐心地为小记者解答：“渔樵耕读”即渔夫，樵夫，农夫与书生，他们是中国农耕社会四个比较重要的职业，代表
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体验农耕生活，参与拓展训练，小记者们用勤
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我们期待它开花结果、蔚然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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