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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采访李兰君女士小记者采访李兰君女士。。

讲解老师解答小记者的提问，现场演示滩头年画的制作过程，让
小记者大饱眼福。

小记者了解陶瓷艺术。

精美的羽毛画吸引小记者。

李 超

7月15日至17日，邵阳市小记者协会
组织部分小记者来到市区邵水西路的泊湾
艺术生活馆，开展“小记者看非遗”活动。

当天，在泊湾艺术生活馆，小记者们先
后参观了滩头年画、宝庆竹刻、宝庆烙画、
邵阳土布纱绣、剪纸、羽毛画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以及陶艺、奇石等展出，并就有关
内容进行采访。

“老师，这幅画是怎么刻到木板上去
的？”在滩头年画展台前，小记者们你一句、
我一句，问个不停。展出的讲解老师对小
记者的提问一一解答，并现场演示滩头年
画的制作过程，让小记者大饱眼福。

让小记者们更好地了解剪纸艺术，我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传承人马丽娅
还现场进行剪纸展示。只见马丽娅一手执
剪、一手捏纸，不一会儿就剪好了一张剪影
的剪纸作品，小记者们激动地送上了热烈
的掌声。

“李奶奶，您好！我可以采访一下您
吗？”在参观之后，小记者们又围住了到场
的老领导、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市对外文
化交流协会原理事长李兰君，就对外文化
交流协会的办会宗旨、组织开展的活动等
进行了采访。

在接受了小记者的采访后，李兰君勉
励小记者，要勇敢地肩负起小记者的社会
责任，学会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去观察，用
手中的纸笔宣传新邵阳、歌颂新时代。同
时，要珍惜每一次参与实践活动的机会，不
断在活动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努力成长
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本次“小记者看非遗”活动共举行 13
场，参与小记者逾千人次。

小 记 者 看 非 遗
我的乐园既不是欢乐

的游乐场，也不是无聊的
电视机，更不是拥挤的旅
游胜地，而是生机勃勃的
大自然。

大自然是一位魔术
师，千变万化；又是一位艺
术家，把自己打扮得婀娜
多姿。

我家屋后有一座不高
不低的小山，山上到处都
是绿色，浅绿、淡绿、深绿、
墨绿……每当我累了的时
候，我便会跑进这大自然，
享受她独特的风采。这里
没有险峻的高山，却有宽
阔的的田野；没有热闹的
场面，却有难得的平静。在
这里，我可以欣赏蓝蓝的
天、变化多端的云、绿油油
的小草、翩翩起舞的蝴蝶、
嗡嗡鸣唱的蜜蜂……

大自然也是一个大课
堂，每当我和奶奶去山上

劳动时，总会遇见一些不
认识的植物，“奶奶，这是
什么？”“傻孩子，这是蒲公
英。”“这是车前草。”奶奶
总是耐心地回答我。山坡
上，祖孙的笑声传出很远
很远，我真想把这些快乐
的时光保存下来。

我 喜 欢 大 自 然 ，尤
其喜欢大自然的风。春
姑娘来了之后，和煦的
微风犹如母亲的手，轻
轻地抚摸着我的脸，别
提有多惬意了。

不过，我们也要学会
保护大自然。若不保护大
自然，那么，她就会惩罚人
类，让人们受伤。所以，让
我们携起手，一起保护大
自然，一起享受大自然带
来的美吧！

隆回县周旺镇中心小学
覃珍珍
指导老师 陈丁花

我 的 乐 园

我家养了一只小白兔，我
可喜欢它了。

我家的兔子叫小白，因为
它全身的毛雪白雪白的。它有
一对长长的耳朵，一双红宝石
似的眼睛。我问妈妈为什么兔
子的眼睛是红色的，妈妈说，
小白兔身体里不含色素，它的
眼睛是无色的，我们看到的红
色是血液的颜色，并不是眼球
的颜色，所以它的眼睛自然就
是红色的了。

小白很贪睡。早上，当我
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时，发现
小白还在“床”上睡觉。我就对
它说：“起床了，大懒虫。”它翻
了个身，好像在说：“小主人，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我使用
了各种“绝招”，可都失败了。

我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哎，
真贪睡。

小白很贪吃。我给它青菜
吃，它吃；我给它白菜吃，它
吃；我随手拿了个胡萝卜，它
也吃，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哎，
真贪吃。

小白很贪玩。一次，爸爸
从广州买了个包包。小白很好
奇，就把包“骗”走。当时，妈妈
让我去倒垃圾，回家后，我去
找小白算账，谁知，那个包早
已变成小白的“小基地”。哎，
真贪玩。

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愿意
与小白交朋友吗？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146班
颜诗琪
指导老师 姚向其

可爱 的

小白兔

7月16日，真是令人难忘的一
天！我们跟着张老师先去参观了羽
毛画展览室。那里的羽毛画十分美
丽，栩栩如生，远看就像真的一样。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绿孔
雀》。这幅作品中的孔雀头又黑又
小，十分精致，一身蓝绿相间的羽
毛拖到地上，闪闪发光。这只花丛
中的孔雀正回头欣赏着自己的尾
巴，似乎也对自己的羽毛喜欢得不
得了。其实呀，这些画全都是用鸡
毛鸭毛做的，是心灵手巧的李老师
用绚丽多彩的颜料施了个魔法，才

给我们带来了美丽无比的作品。
除了羽毛画，我们还跟着张老

师参观了很多其他类型的作品，有
滩头木版年画、陶艺、剪纸、奇石、
刺绣等等。这些作品不但很有创
意，而且还都令人赏心悦目，让我
不得不感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魅力。

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了邵阳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了
很多宝贵的知识。

市资江学校287班 刘零一
指导老师 刘艳

奇 妙 的 非 遗 展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我们参观了双清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禁毒基地。

进入基地，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禁毒宣传形象大使一一
濮存昕。他右手握拳，高高举
起，面带微笑，表现出禁毒的
信心和决心。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我
们来到多媒体室观看禁毒视
频。视频中，我看到了一双双
空洞无神的眼睛，听到了一声
声痛不欲生的呻吟，目睹了一
个个因吸毒而造成的惨案。吸
毒让人丧心病狂，吸毒让人家
破人亡。看完视频，我的心情
非常沉重，对毒品深恶痛绝。

在多媒体室旁边的展览
长廊里，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了
毒品。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
吸毒人员约两亿，美国是最大
的毒品消费市场，吸毒人员高
达1400万。金三角这块老毒源
地经久不衰;秘鲁、玻利维亚和

哥伦比亚变成了可卡因之都，
可卡因的产量占全世界的
98%;西亚的金新月可算是后
起之秀，年产鸦片占世界总量
的75%。他们的毒爪伸到了地
球的每一个角落。真希望自己
变成一个世界警察，马上能将
这些制毒贩毒的人全部抓捕。

长廊的尽头就是禁毒教
育展厅，展厅正中间有一位铜
铸的伟人——林则徐。林则徐
在广东禁烟时明察暗访，命令
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
没收的鸦片在虎门销毁。林则
徐的坚毅勇敢，让他成为了中
国禁毒史上第一人。自他开
始，中国有无数的英雄志士在
与毒品进行斗争。

在返回途中，我在心中立
志:现在认真学习，远离毒品，
长大后为禁毒事业作贡献。

双清区前进小学102甲班
石海波
指导老师 姚懿平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今天，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但却无法阻止我前去参观的脚步，我
和爸爸早早地就来到了集合地点——
东湖雅韵泊湾艺术生活馆。

参观活动是小记者协会的老师精
心组织的，为了让我们走近家乡文化，
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老师先让我们
在生活馆二楼集合，随后带领我们去
一楼参观。羽毛画、陶艺、剪纸等艺术
作品吸引着大家目光，随行的小伙伴
们不时发出啧啧称赞。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技术精
堪的陶艺。小记协老师告诉我们：陶艺
从古代到现代已经有 6000 年的历史
了，它的样式千姿百态：有圆形的，有
方形的，还有三角型的……陶艺是由
技师们用陶泥用心制作后烈火烧制而
成的。那种冰裂纹的制作方法让我很
好奇，在还没有烧制成功的情况下打
开火炉让冷空气进入到火炉里，让热
气散出，这样热胀冷缩就产生了冰裂
纹。在我们的生活中，陶艺作品也随处
可见，比如：碗、杯子、花瓶等。

当我看完这一件件造型奇特、精
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后，不经感叹：制作
这些艺术品的人得付出多少艰辛和努
力啊！也让我明白了在做一件事情
时，一定要坚持不懈，不怕困难，努力
向上，才能有所成就。

北塔区高撑小学二年级59班
李明蔚
指导老师 周艳雄

非遗参观记
一进门，我就被周围的环境吸

引了。大厅布置了各种颜色的气
球，还为我们准备了各种点心和
水、饮料，前厅还有一位爷爷为我
们吹着萨克斯音乐，最贴心的是还
为家长们准备了休息区。家长们可
以坐下来好好地享受着音乐，吃着
点心，喝着果汁等待自己的小孩。

一位导游引导我们参观，首先
为我们介绍的是剪纸画。我觉得剪
纸画很了不起。一张普普通通的
纸，一把普通的剪刀，通过那些民
间艺人的手就变成了一个个美丽
的图案。

第二站参观羽毛画。房间里有
蝴蝶、孔雀、老虎和一幅风景画，画
上有小河、小鸭、农民伯伯、房
子......真是太漂亮了。老师告诉我
这些是羽毛作的画，太神奇了！就
像真的一般。

第三站是参观人物绘画。里面

一幅海盗的人物画让我印象最深
刻，人物画的眼睛盯着我，让我感
觉像遇见真的海盗一样。还有一幅
人物画画的竟是导游的同学，画得
也非常漂亮！

第四站我们参观了陶艺，听老
师介绍我才知道原来陶瓷有两种：
陶器和瓷器。它们的制作过程也是
很不容易的。陶器要先拿泥巴放在
转盘上做成形状，然后放进炉窑里
面烤。瓷器跟陶器的制作过程差不
多，就是上了不同的颜色。这种颜
料叫做“釉”，你可不要小瞧了它，
它的颜色没经过热量的烧烤是不
会变色的。

最后老师还带我们还参观了
滩头年画、石头画，每一种画都让
我收获很多。

大祥区桔园小学三年级（62）班
唐文俊
指导老师 刘冉冉

富有魅力的非遗文化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入了第
一个房间，里面摆放着不少画夹，上
面是各种各样的剪纸，有小鲤鱼、人
偶、小燕子，还有一个福字，看得我
眼花缭乱。老师为我们讲解完之后，
带领我们走进了下一个房间。这样
的景象真的让我大吃一惊，里面居
然有许多盒手工蝴蝶，有黄的、绿
的、紫的、蓝的、红的、粉的……巧夺
天工，栩栩如生。老师问道:“你们都
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小记者们异
口同声地回答:“知道，这都是羽毛做
的羽毛画。”

我们和老师走进了第三个房间，
墙上挂有许多像画一样的东西。我走
近看了看，原来是刺绣，难怪觉得那么
熟悉，以前我妈妈跟外婆学过刺绣！出
门转角看见一间屋子里面摆放着各种
瓶、罐，老师说这个架子上摆放的是陶
和瓷器，两者明显的不同是用的土不
一样，而且看出陶器比较粗糙，瓷器光
洁、薄、又透亮，轻轻敲还能发出美妙
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演奏音乐一样。听
老师说瓷器和陶器都是在一个中外闻
名的地方——景德镇的窑里烧出来
的。以前的瓷器都是纯白色的，现在不
仅有纯白的瓷器，还有青花瓷。老师还
告诉我们，在瓷器在烧制之前上彩釉，
蓝色的颜料涂抹在瓷坯上，能烧出青
花色。

参观非遗文化馆让我受益太多。
大祥区桔园小学三年级（62）班
有州阳
指导老师 刘冉冉

收 获 满 满

下午 2 时，我们秩序井然地
走进非遗展厅。在讲解员的引领
下，我们兴致勃勃地依次参观了
滩头年画、剪纸、羽毛画、陶艺、
素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里
琳琅满目的工艺美术品、五颜六
色的陶瓷艺术品及惟妙惟肖、栩
栩如生的滩头年画、羽毛画等，
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滩头年
画和羽毛画。

先说说滩头年画吧。滩头年
画，是邵阳隆回的特产，其色彩非
常鲜艳，红彤彤的，非常好看、喜
庆。每一幅年画都有一个民间故
事，其中一幅叫《老鼠娶亲》的年画
讲的是老鼠嫁女的故事，更是惟妙
惟肖、妙趣横生。滩头年画名气可
大了，听说这幅《老鼠娶亲》的年画

都被大文豪鲁迅先生写进文章里
去了，真是了不得！

再说说羽毛画。你很难想象，
鸟的羽毛可以作画？羽毛画，是以
鸡鸭鹅的各色羽毛为原材料制作
的“绘画”作品。羽毛画色彩艳丽，
形象逼真，做工精细，巧夺天工。你
不凑近仔细看，你一定以为是水墨
画呢！

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
收获颇丰，感想很多。我想，伟大祖
国的各族人民真是勤劳、聪明！让
我们得到了美的享受。我梦想着融
入到这非遗艺术世界里，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也去为大家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

双清区志成学校1702班
刘俊豪
指导老师 石蓉芳

欣 赏 瑰 宝

我的舞蹈老师是何老师。何老师有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弯弯的眉毛，高高
的鼻梁，樱桃似的小嘴，瘦瘦的身体就像
橡皮泥一样柔软，太美了！

别看何老师外表温柔，和蔼可亲，但
上课的时候很严厉。她要求我们动作一
定要到位。有一次下腰抓脚，老师说要我
们抓到膝盖，但是我就抓到小腿。老师要
我在一旁练习，直到学会这个动作为止。

何老师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她，我
还特别喜欢上她的课。我知道，老师对我
严厉是为了我好。只有老师严格地要求
我，我才能更优秀！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1806班
李芷煊
指导老师 肖涛

我 的 舞 蹈 老 师

早 晨 ，我 打 开 窗
户，调皮的阳光从外面
跳了进来，接着一股热
浪扑面而来，我知道夏
天来了。

我喜欢夏天！它又
热情，又大方。夏天的太
阳炽热得像火一样，烘
烤着大地，我吃上一口
凉凉的雪糕真惬意！夏
天还可以去游泳馆里撒
欢，约上几个小伙伴在
游泳池里来一场游泳比
赛，也很不错呀！

美丽的荷花也盛
开在夏天。记得有首诗
是这样写的：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简直太美了！夏天
虽然没有春天那么灿
烂 ，没 有 秋 天 那 么 金
黄，但它有自己独特的
色彩。我喜欢热情的夏
天，因为它跟我的性格
一样！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
校1806班 旷子衿

指导老师 肖涛

夏夏 天 来 了天 来 了

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很
美,就让我化身解说员，为
你们一一介绍吧!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
季节。你看,春天有许多美
景,柳树姑娘梳洗长发,小
鸟唱着迎接小朋友的歌
儿,风娃娃和树叶、小草嬉
戏,蝴蝶、蜜蜂跟各种各样
的花儿一一打招呼。

夏天,是酷暑难耐的
季节。看见那粉红的荷花
和那碧绿的荷叶时，我不
禁想起了诗句：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秋天拥有五彩缤纷的颜
色,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
杏树,把红色给了枫树,把
金黄色给了田野,把橙红

色给了果树。菊花仙子得
到的颜色有许多,紫红、淡
黄、雪白……散发出一股
股清香。

冬天,是大雪纷飞的
季节。雪花妹妹落在屋顶
上,好像给屋顶戴上一顶
帽子。雪花妹妹落到大地
上,好像给大地穿上一件
厚厚的棉袄。雪花妹妹落
到大树上,好像给大树系
上了雪白的丝带。冬天还
有 许 多 可 玩 的, 如 打 雪
仗、堆雪人、滚雪球、坐雪
橇等。

一年的四季是多么的
美丽！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
153班 高婷

指导老师 聂飞燕

四 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