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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上午，平度市仁兆镇沙北
头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迎来一批小客
人，他们是半岛都市报小火牛小记者团的
21名小朋友。上午九点半，小记者们在崔
汝平主任的带领下排好队进入到这个青
岛市美丽乡村沙北头村。村子道路硬化平
整，大街小巷干净整洁，道路两侧绿影婆
娑、繁花簇簇，一派美丽新乡村的景象。
小记者先是来到了沙北头村的24

孝长廊处，听崔汝平主任讲解中国历史
流传的24孝的故事，啮指痛心、百里负
米、芦衣顺母、亲尝汤药……小记者们也
忍不住地打开了话匣子，在长廊处找到自
己所熟知的24孝故事，迫不及待地指着
长廊处的刊图，向同行的伙伴们分享。
古语有云：“百行孝为先”，浏览结

束，崔汝平告诉小记者们，“孝”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虽然“二十四孝”其中
有一些在现代已经不太合情理的东西，但
是予藏其中的孝亲精神确实是人们要去
领悟学习的，小记者们听后纷纷点头。
看过了二十四孝长廊，小记者们紧

接着去了本次活动的主要采风地点：沙
北头果蔬产业园。据沙北头合作社党委
书记王桂欣介绍，这也是一座农民创业
园，在这里主要栽培的是盆景葡萄。通
过控制大棚地温度和适度，这里的葡萄
一年四季都能成熟，每亩地收益可超过

28万元，是平度传统葡萄种植收益的10
倍以上。
小记者们走进大棚，立刻被眼前的

这些被种植在花盆里的葡萄树吸引了
过去，小手动动这儿、动动那儿。一名小
记者突然发现了嵌在旁边墙上的电子
显示器，便连忙问道：“王爷爷，这是什
么，怎么用，上面的字什么意思？”，小记
者们一听便聚在这个嵌在墙上的小东
西的周围，好奇地打量着。
王桂欣笑着告诉同学们这是一个

大棚温度湿度的监视器，大棚有自己的
“气候系统”，可以自由地控制这里面的
温度和湿度，这里面还可以模拟降雨
呢！小记者们一听模拟降雨，立刻兴奋
起来，纷纷喊着想看如何模拟降雨，王
桂欣插上电源、打开开关，大棚的棚顶
处便传来了滋滋滋的水声，不一会儿，
大棚里面便飘起了蒙蒙细雨。
在沙北头果蔬产业园里不只有盆

景葡萄，甚至栽植有盆景火龙果、盆景
荔枝等热带水果，“这些水果倒是都吃
过，不过还真不知道它们原来长这个样
子。”小记者们看着眼前的一株株热带
果树说道……
一上午的沙北头村采风结束了，孩

子走进乡村、走进产业园、走进大棚，去
看、去问、去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去
了解、去体验现代农业振兴乡村之程，在
返程的校车上，小记者们表示，当天上午
的这场采风活动让他们收获颇丰。

和“盆景水果”第一次亲密接触
平度开发区小学四年级（3）班肖杰文
指导老师：彭炳菊

时间过得飞快,6月30日上午,我们小火
牛记者团一行又来到了平度市仁兆镇的沙
北头村,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盆景葡萄、
火龙果和荔枝的种植。
崔老师是我们的讲解老师,他学富五车、
满腹经纶。他带我们到了二十四孝长廊,听了
崔老师的讲解，感觉这里虽然不见一个人,但
总感觉这里有很多人似的,向上面的啮指痛
心、百里负米、芦衣顺母、亲尝汤药等故事学
习。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了大棚。我看到一棵西
红柿树,已经浑身上下结满了果子.听崔老师
讲,西红柿树要向上长到顶,然后爬向四面八
方。那时候不知道得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
在西红柿区域还有一些火龙果树，这
可是我第一次见到火龙果树，它们长得像
仙人掌,有小小的刺.有一棵树长果子了,那
果子好大!可惜还没成熟。
还有葡萄盆景,每一棵树都长了珍珠般
的葡萄。好玩的是,因为棚内温度太高,要采
取人工降雨，水淋在我们身上，感觉尤其凉
爽舒服。对了，它们还能卖哩,一盆大约一百
五十元钱，收入很可观。
今天的采风结束了,我感受到了家乡日新
月异的变化,体验了乡村农业的发展,收获很
多。

听二十四孝，赏盆景葡萄
平度市经济开发区小学 3年级12班
郭梓晨 指导老师：木木

这次，我们小记者团要去仁兆沙北村
看盆景葡萄，听说还有火龙果和荔枝，我很
期待呢。
校车带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迫不及
待地想进去看一看。带领我们参观的是崔
汝平主任，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崔主任先跟
我们讲了二十四孝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
一直有“百行孝为先”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
续把它发扬传承。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盆景大棚，进入大棚，
我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一棵棵的葡萄是
种在花盆里的，跟我以前看到长在地里的葡
萄是不一样的。崔主任告诉我们，这里的葡萄
一年四季都会成熟，还给我们演示了一下“人
工降雨”的过程，这是个高科技设备，当天气干
旱的时候就会用这个设备来给葡萄解渴。
我们还参观了种植火龙果和荔枝的大
棚，以前只是吃过，从来没见过这些热带果
树，原来是长这样子的。看到了荔枝，让我想
起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
那首古诗，古代人吃个荔枝太不容易了，我
们现在想吃就吃，还能种在花盆里，真的很
佩服现代农业的发达。

新时代文明实践之旅——— 生态
之乡仁兆见闻
平度市经济开发区小学 3年级5班
李紫萱

6月30日，我和我的小记者伙伴们饶有
兴趣地来到了仁兆镇沙北头新时代文明实
践基地，一起开始了半天时间的学习、采风。
到达目的地，我们首先认识了崔汝平
主任，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24孝长廊。
他给我们介绍了啮指痛心、百里负米、芦衣
顺母、亲尝汤药等孝文化典故。这些故事让
我深有感触，知道了“孝”是中华美德。俗语
说百善孝为先，就是这个道理吧。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葡萄盆景种植大

棚，一颗颗紫色的葡萄，就像一个个小胖子
紧紧抱在一起，又像是紫水晶，透出夺目的色
彩。突然，我觉得大棚里下起了雨，原来是崔主
任在给那些植物浇水呢。我问：“这些盆景的营
养来自哪里？营养液是水吗？”。崔主任告诉我，
这些营养液是用过期的牛奶和水混合而成
的，没有任何的化肥，也不使用农药。原来这
些盆栽水果真的是绿色的产品啊！
一上午的参观结束了，我们走进产业
园、大棚，亲身感受、聆听农民伯伯的故事，
高科技在农业上的应用。在返回去的路上，
大家都觉得今天的收获很大，将来要好好
学习，用自己的知识来建设美丽的家乡。

待葡萄成熟时，我们再约
平度市经济开发区小学 陈楠 指导
老师：陈淑娟

烈日下，“小火牛记者团”再一次去采
访。这一次，我们要去仁兆镇沙北头村的盆
景大棚。
一路上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沙北头
村，墙上出现了醒目的大字“洋葱王”，原来
这里还是洋葱生产基地，鼎鼎大名的“洋葱
大王”王桂欣就住在这里。
听老师说，这里的盆景葡萄技术是全
国仅有的。一进大棚，竟然下起了小雨。原来，
是自动加湿系统在给葡萄浇灌呢！在毛毛小
雨中，一盆盆葡萄像婀娜多姿的舞者。走近一
看，一串串的葡萄，露着红扑扑的小脸，有的还
藏在叶子底下乘凉，不时发出香喷喷的味道，
能不让人喜欢吗？我真想摘一串儿尝一尝
呀！可是老师说，葡萄还没有完全成熟。
那么，盆景大棚葡萄到底是怎样种植
的呢？老师说，农民伯伯把葡萄苗先种在肥
沃的土地里，然后等到葡萄长大结果的时
候再移植到大花盆里。同时，将葡萄的主根
透过花盆底部的洞孔放到土地里。这样，葡
萄在花盆里生长的同时，也可以汲取土地
的养分，真是太神奇了！
仁兆沙北头村真是一个充满风情，让
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希望葡萄成熟的时候，
“小火牛记者团”可以再次去采访，我们去尝一
尝这全国文明的葡萄！我爱仁兆沙北头村！

仁兆之旅
平度实验小学 2年级7班 崔家豪
指导老师：赵金凤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们小火牛
记者团要去仁兆沙北村采访，大家知道这
个消息后都非常兴奋。
到了沙北头村后，讲解员老师直接带
我们来到了水果大棚。里面种了火龙果、小
西红柿、葡萄和荔枝等。老师给我们看了火
龙果的花，它的花好大呀！颜色也漂亮极了，
白里透红。老师又指着小西红柿说：“这种西

红柿又叫“圣女果”，每棵每年大约可以结二
百斤果实。”然后老师又让我们去看葡萄。葡
萄架旁边有一个温度计和一个湿度计，讲
解员老师对我们说：“当湿度不够的时候可以
人工降雨”。说着，老师打开了喷头，喷头旋转
着喷出水来，我不禁感叹现代农业种植的先
进。接着老师又带我们看了荔枝大棚，那里的
荔枝再有一个月就可以采摘了，我看着绿色
的荔枝，真的好想尝下它的味道啊！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许多关于火龙
果、小西红柿、葡萄和荔枝的知识，真想亲自
种植一下啊！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期
待下一次活动快点到来。

神秘的“水果庄园”
平度市经济开发区小学 4年级5班
李斌 指导老师：郭永燕

今天，又是一个温暖而开心的日子。我
们平度半岛都市小记者团们来到了神秘的
仁兆镇盆景葡萄种植基地。
来到基地，乍一看去，不光有成串的葡
萄，还有荔枝、火龙果，堪称“水果庄园”。首
先我们来到了葡萄园里，里面是一片绿色
的海洋，而且温度非常高。我很好奇地问老
师“老师，这里面怎么这么热？”，老师回答说
“只有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植物才能生
长茂盛。”并且老师还和我们讲解这里可以
人工降雨，通过降低温度，提高湿度来实现
人工降雨。我感觉非常好奇，也对果园园丁
的聪明智慧表示由衷的钦佩。接下来我们还
去了荔枝园，里面的小荔枝十分可爱，我们还
和小荔枝来了一个亲密合影。对小荔枝、火龙
果等热带水果的生长耳目一新。在参观的过
程中老师还向我们讲解了水果庄园所使用
到的绿色肥料，比如把牛奶发酵后变成天
然的有机肥等等，原来植物的生长需要光
照、养分、光合作用，缺一样都不可以。
短暂的半天时间一晃而过，愉快的旅行
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小记者团的活动既让
我们增长了知识，还让我们开阔了眼界，接触
更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点。接下来就让我
们学以致用吧！用我们所学培育更多更好的
水果！

记者团看盆景葡萄、火龙果种植啦！

穿行
在葡萄园里
的小记者们。

王桂欣正在给小记者们介绍火龙果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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