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新闻媒体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资讯，让
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而在这
背后，有一群人默默地付出着，他们就是
记者。那么，记者到底是怎样的职业呢？
这个寒假，我有幸参加了甘肃小记者成长
计划寒假特训营，认识了几位资深记者并
且采访了他们，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全新
的认识。

在我看来，记者是社会的眼睛和耳
朵，他们承担着报道真相、传递信息的重
要角色。首先，记者是信息传播者。他们

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和报道新闻。无论
是国际大事还是街头巷尾的小事，只要是
新近发生的事情，具有新闻性，就是记者
报道的内容。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我
们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事件真相。

其次，记者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
断力。他们需要在众多的事件中挑选出
最有新闻传播价值的内容进行报道。这
需要他们具备高度的新闻敏感性和判断
力，能够准确判断事件的新闻价值。此
外，记者还需要具备与人沟通的能力。他
们需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从他们那里获
取信息。这需要记者具备较好的沟通技
巧和人际交往能力，能够与各种人建立良
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信任。

最后，记者还需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
神。新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有时候为了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记者需要随时待命，
甚至在危险的环境中进行采访。

记者可以说是全能型人才，在这期特
训营，我最敬佩的就是阎世德老师。他是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资
深记者，从神舟五号发射开始，数十年间多
次现场采访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出版长篇

报告文学《崛起太空——媒体人眼中的中
国航天》。他告诉我们，当神舟飞船发射成
功那一刻，他深深地为祖国而自豪，为航天
人感到骄傲。我非常羡慕阎老师能亲眼见
证那一刻，记者这个职业真是神圣啊！

他回忆在5·12汶川大地震震区采访
的经历时，他说：“当我在灾区看到那些被
灾难摧毁的家园，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
我感到无比的痛心。同时，我也看到了人
们在灾难面前的坚强和勇气，他们面对灾
难不屈不挠，互相帮助，让我感受到了人
性的光辉。我意识到灾区救援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在灾区，时间就是生命，
只有快速、有效地救援，才能最大程度地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见证了无
数救援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奋战在救
援一线，他们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而记
者的职责就是及时地将灾区的真实情况
报道出去，让社会各界伸出救援的双手！”
我被阎老师的话深深震撼，更加明白了记
者肩上的责任。

正是因为有这些记者的存在，我们才
能够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和真
相。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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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我参加了“甘肃小记者成
长计划寒假特训营”体验传统非遗技艺刻
葫芦活动。能够和小记者们一起来到金
城关阮氏非遗文化基地，探寻了解这项甘
肃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非常期待。

在一间挂满精美雕刻葫芦作品的工
作室内，刻葫芦第四代传承人阮熙越老师
热情接待了我们。在她不大的工作室内，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葫芦：有的像鸡蛋、有
的像麻花、有的长着疙瘩，有刻人物的、有
刻动物的、刻花卉的，有的放在柜子里、有
的摆在桌上、有的挂在天花板上。琳琅满
目的葫芦看得我眼花缭乱，想赶快自己试
一试。

刻葫芦终于开始啦！阮老师给我们
每人发了一个葫芦，教我们刻葫芦的步骤

和工序：先用铅笔打草稿，再用专门刻葫
芦的针刻画线条，最后用蜡笔上色。听上
去虽然简单，但是动手实践才知道，原来
刻葫芦也很费力。

我在雕刻时，不是把线刻歪就是刻得
模糊不清，弄得我满头大汗。到上色时，
因为刻痕太浅，颜色无法填充进去，于是
我不得不重新把图案刻得再深一点。

经过我的一番努力，葫芦上的图案终
于变得清晰可见，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艺
术品，我感到十分自豪。通过这些体验活
动，也让我对刻葫芦这门技艺有了更深的
了解，明白了要成就一件精美的刻葫芦工
艺品，需要日积月累训练基本功，而我们
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如此，肯练肯钻研，才
能成功。

参加甘肃小记者成长计划寒假特训
营的第二天，我们在记者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位于金城关非遗文化基地的阮氏
葫芦艺术馆，在这之前，我对葫芦的认识
仅仅是它长得有个性、像一个水壶或者影
视剧里侠客们盛酒的容器，此行，让我对
这个小小的工艺品有了全新的了解。

走进阮老师的工作室，映入眼帘的是
琳琅满目的葫芦雕刻艺术品，一个个葫芦
上栩栩如生的图案，生龙活虎，很难想象，
这些都是用针一笔一笔刻出来的。随后，
在阮氏葫芦第四代传人阮熙越老师的带
领下，我们来到了艺术馆青少年活动室，
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小巧的“鸡蛋”
葫芦，要在阮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亲手
体验一把刻葫芦的乐趣。首先，阮老师给
我们每个人分发了橡皮、铅笔、钢针、油画
棒等雕刻工具，等她讲解完注意事项，我
就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根据老师的指
导，先用铅笔在葫芦表面描出了自己喜欢
的图案，接下来就是用针一点一点地把这
个图案刻出来。这一步可真是太难了，没
想到葫芦的表皮如此坚硬，一不小心，针
就不听使唤地朝着图案以外的地方溜走
了。再看阮老师这边，感觉葫芦在她的手
上便有了灵气一般，灵巧地在她的手中转

动，她的每一针都十分有力，她专注地刻
着，目不转睛，即使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
叽叽喳喳，她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一点
都不分心。于是我暗下决心，今天一定要
像阮老师一样，专心刻一个像样的葫芦出
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将近一个小时
的努力，总算完成了，虽然线条弯弯曲曲，
拿针的手指头也快磨起了水泡，但终归还
是完成了我的第一件非遗作品。

通过阮老师的讲解，我才知道，刻葫
芦是我们甘肃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之所以深受人们喜欢，是因为葫芦有“福
禄”的谐音，在民间，葫芦本身有镇宅、辟
邪、保平安的寓意，而且刻在葫芦上的图
案，经久不衰，可以长期保存。

活动结束后，我很幸运地采访了阮老
师，对她坚持不懈从事这门传统技艺非常
敬佩。阮老师说，她从母亲手里接过这门
技艺，理所应当将它传承下来，让更多人
知道。非物质文化是一个民族无比珍贵
的遗产，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矢志
不渝的坚持和努力，才能让一代又一代人
了解和欣赏这些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
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也要去了解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推
广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这堂课有点与众不同。首先
上课地点在报社，这令我很激动，因为
之前还从未进过那里。其次，讲课的老
师更令我期待，是我省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赵剑云。这就是我参加的甘肃小记
者成长计划寒假特训营的首堂课，与作
家面对面聊儿童与阅读。

这堂课，让我对阅读有了不一样的
理解。阅读是知识，阅读是生活，阅读
是环游世界，阅读是放飞理想，阅读是
苏东坡的豪迈、乐观：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阅读是李重光
的忧愁、悲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东流。它使人拥有了“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经验；它使人拥
有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高尔基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而身处童年的我们拥有大把时间，
难道不该去奋勇攀登那一阶一阶的“书
梯”？词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
切。”如果读书学习不趁早，待到满头白
霜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岂不就只能
空空流泪？

课上赵老师讲到，曾经有几位外国
友人来她家里做客时说，他们乘坐飞机
时就专心致志阅读，到了老师家后，目
光依然放在书上。这种对阅读的热爱
之情，令她感动，她也希望身边的朋友、
孩子能有更多时间用来纸质阅读，将阅
读当成终身爱好。

随后，老师问起我们读过哪些书，
得到各种各样的答案，看来也是一群爱
看书的孩子，她赞许的同时脸上浮现出
了欣慰的笑容。冰心曾说：“读书好，多
读书，读好书。”世上好书千千万，还怕
不够看？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所
讽刺的旧时腐朽黑暗，是《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所包含的天马行空，是
《三体》《流浪地球》所描绘的未知世界，
是《狼国女王》《狼王梦》所刻画的自然
规律……

此时的我早已心潮澎湃，想在书的
宇宙中遨游一番，在书的战场上挥“刀”
战斗。窗外依旧车水马龙，时间仍然缓
缓流逝，我下定决心，要将书变得和生
活息息相关，要把书变成“掌中宝物”，
常以自随……

这堂课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啊！

总是从电视上、马路边看到许多漂
亮的摄影作品，但真正如何拍出这样有
思想有美感的照片，我没有学习过。今
天，在甘肃小记者成长计划寒假特训营
的摄影主题课上，终于有机会和奔流新
闻·兰州晨报的资深摄影记者裴老师，
学习一下手机拍照构图技巧，也算是
get一下新技能，很开心。

起初，我以为手机摄影只是简单地
将景色收入镜头。但在这堂课上，我学
习到构图、光线、角度等因素对照片质
量影响很大。一个好的构图能使平凡
的场景变得引人入胜，而合适的光线则
能突出主题,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就比
如，在课上，裴老师只是将一本书摆在
桌上，但拍摄角度不同，最后形成的照
片效果就完全不同，找合适的角度就能
拍出广告大片的感觉，时尚、美感且主
题突出，这太神奇了。

此外，这堂课还教会我如何观察生
活，那些平日里匆匆忙忙错过的风景,
如果细心记录在镜头里，可能会展现出
别样的美丽。手机摄影不仅仅是一种
技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美好瞬
间的追求和珍视。

这次摄影课程让我重新认识了手
机摄影，它既简单又富有深度。通过不
断的实践与尝试,我相信我也能拍出更
多美感兼具内涵的照片。

岁末除夕到，
万家灯火明。
新年钟声响，
数院炮声鸣。
不知是谁家？
放出五色花。
孩童乐如瓜，
笑声传天下。
一夜满地白，
未有路人过。
墙角大青树，
开满一色花。

（创作背景：参加甘肃小记
者成长计划特训营第五天，聆听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晨报资
深记者——阎世德的文学创作
经历，回家后有感而发，以“春
节”为题即兴发挥，写诗一首。）

我心目中的记者
兰州市城关区耿家庄小学五年级3班 魏炜

传承
榆中县常安伏羲学校五年级1班 黄子馨

体验刻葫芦
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五年级2班 金静姝

我爱上手机摄影
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小学

四年级6班 刘文婧

别开生面的体验课
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第一小学

六年级5班 漫昱希

春 节
兰州市城关区大砂坪小学

四年级3班 李昊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