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魔法师妈妈
晨报小记者 张润晴

（上海市浦东新区竹园小学（张杨校区） 四年级）

我的妈妈不一般，她不仅照顾我的饮食起
居，还像一个魔法师，不断给我惊喜和勇气，让
我了解大千世界的宽广。
妈妈以前是职场精英，生我之后，除了陪伴

我学习成长，她还自修了各种有益有趣的课程，
为我开启了丰富多彩的亲子生活。

记得去年暑假的一天，妈妈像变戏法一样，
拿出来一本观影护照，说要带我去看电影。哇
塞，这可是我渴望的电影初体验！就这样，在暑
假里，我和妈妈去电影院看了好多精彩纷呈的
电影动画片，真是太过瘾了！可惜后来因为妈
妈带我去旅游，错过了我心心念念的《猪猪侠
大电影》。今年寒假，有一天妈妈又突然说要带
我去群艺馆看一场电影，正是《猪猪侠大电
影》！哇，我几乎已经忘记的一个小梦想，又被
妈妈记住且实现啦！
今年我十岁了，成长的日子紧张而快乐，除

了亲爱的老师同学相伴相随，我的魔法师妈妈
更为我变出了一天又一天平凡却精彩的生活！

记者点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我妈妈》这
篇绘本。 妈妈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所不能的，生
活中一定有很多事情让孩子觉得妈妈有魔法，
那么选取怎样的事例来让读者也感受到这一点

呢？ 小记者选了看电影这个典型事例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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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学记团·探索上海系列活动走进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

垃圾被运走后，去了哪儿？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制造出很多垃圾，爸爸

妈妈把它们进行分类，扔到小区垃圾房。大清早，
垃圾清运车就开始工作了，来到各个小区把垃圾
运走。

清运车把垃圾运到哪儿去了呢？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它们

的去处一样吗？
它们最后都被如何处理了呢？
会不会给我们的城市环境带来污染？
垃圾处理场会不会是个臭气熏天的所在？
垃圾真的能变废为宝吗？
……
这么多的好问题，真值得去探究一番。
国庆假期，晨报学记团的小记者们来到位于

浦东新区老港镇的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在上
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以及真实的生活垃圾处
理现场，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2024年 10 月 6日，我们来到上海老港生态
环保基地参观。听说这里是个巨大的垃圾处理
场，但是我仔细闻了闻，一点臭味都没有。
我们的第一站，是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

馆。第一个展区的主题叫“地球家园”，200多张
黑白照片，每一张都展示着被垃圾污染的地球家
园。有一张照片上，一只大海龟嘴里咬着的不是
食物，而是一个塑料袋；还有一张照片上，橡胶制
品卡住了鱼的喉咙……每一张照片彷佛都在唤
醒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确实，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

那么这个“量”究竟有多么巨大呢？在第二个展
区，我看到一组数据：上海常驻人口 2400 万人，
流动居民 600 万至 700 万人，每人每天产生一
公斤左右的垃圾，这样算下来，上海每天产生超
过 3吨的垃圾。
我瞬间惊呆了。请你想象一下，如此巨量的

生活垃圾如果不被妥善处理，我们的城市会怎
样？好在，每天都有垃圾清运车来到小区，把垃
圾房里的垃圾运走。它们去了哪里呢？在生活垃
圾物流运输网络演示里，我看到一个虹桥镇小区
的垃圾，被专属清运车运到虹桥镇生活垃圾压缩
站，再被运到闵吴码头，最后通过垃圾运输船运
到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
接下来，不同的垃圾就要接受不同的处理

了。垃圾填埋是个复杂的过程，首先，在地面挖

个大坑，然后上面依次铺上基础层、反滤层、地
下水导流层、GCL 保护层、渗滤液导流层、反滤
层等 9 个层。将垃圾倒入大坑中，上面还依次
要铺排气层、防渗层、排水层、覆土层。里面所
产生的甲烷等气体，也会被管道回收，用来发
电。而餐厨废弃油脂，预处理后可以转化成生
物柴油。（编者注：未实行垃圾分类前，混合垃
圾采用卫生填埋的处理方式。 目前上海已经实
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 湿垃圾采用生化处
理 、产沼 、堆肥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者无
害化处置，干垃圾采用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
处置。 ）
可回收物则可以通过分拣机器人进行自动

识别和分类，然后被再利用，比如做成塑料膜、玻
璃制品、再生塑料衣服等。
我们还参观了垃圾发电厂。经过发酵几天

后的干垃圾，被投进上千度的焚烧炉里，产生的
热量推动电机发电。
现在每当我看到清运车在搬运垃圾时，不再

嫌弃臭味了，而是想起垃圾背后的处理和复杂的
工序，对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心生敬佩之情！

记者点评：这次的参观信息量很大，而且也
涉及很多的专业知识， 对于小记者来说是个挑
战。如何把这些信息梳理出一根讲故事的逻辑线
呢？ 这位小记者做了尝试，而且在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了修改，不容易！

生活中每天都有垃圾产生，而扔垃圾则是我
的主要家庭劳动之一。我一直好奇，这些被扔掉
的垃圾最后都去了哪儿？国庆假期 10 月 6
日，我跟着晨报学记团的老师来到老港镇找到
了答案！
在这里，有一个上海市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

通过5个主题展区的参观，我知道了不同种类的
生活垃圾是如何处理的。比如分拣机器人，可以对
可回收物进行自动识别和分类，再加以再生利
用。再生塑料制作的衣服摸上去，就和我们平时
穿的衣服一模一样。还有餐厨废弃油脂，经过预
处理后可以转化成生物柴油，让柴油车跑起来。
在上海老港镇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我亲眼目

睹了干垃圾发电的全过程。在一套先进的中控
系统指挥下，干垃圾进入卸料坑，然后会有个大
爪子捣碎沥干，3-5天后，再被抓入焚烧炉里焚

烧，产生的热能用来发电。这个过程已经实现了
全自动化。
之前，我就知道有些垃圾是可以进行填埋处

理的，但到了这儿我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填埋并
不简单。垃圾填埋防渗系统足足有 9层，这样才
不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结束了一天的参观后，我感触良多，首先我

们要爱护环境，不随地乱扔垃圾；其次我们要做
好垃圾分类，提高垃圾的再生利用率；最后我们
要学好知识和本领，让垃圾分类回收再生的过程
更智能、更高效，用科技去探索垃圾的更多可能
性，让世界更环保更美好！

记者点评：好奇心源自生活，开头很自然地
提出问题， 引出后文。 这位小记者把几类垃圾
的处理方式写得很简练清楚，最后的思考也很
到位。

晚上，我进入了梦乡。
“轰隆隆”，周围一片黑漆漆的，随着这声巨

响，我和我的同伴们被倒进了臭烘烘、乱糟糟的
清运车里。一路上我满脑子都在想：我会被运到
哪里？会变成什么样呢？车子一颠一颠的。终于，
车盖被打开了，我眼前是一个昏暗潮湿的垃圾
厂。我和同伴一起被倒进了一个大坑里。
这时，我发现这个坑里，有好多和我一样的

瓶瓶罐罐。易拉罐妹妹正在清理身上的污渍，啤
酒瓶大哥还在呼呼大睡，几位和我一样的饮料瓶
兄弟不知道在讨论着什么……我还没和他们搭
上话，就被运到了传送带上。传送带慢慢地带着
我往前移，我的前面有许多个机械手臂在空中挥
舞着。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我搞清楚状况，一
只机械手臂向我伸来，“啊……”我尖叫了一声。

我被它抓了起来，温柔地放到另一条传送带上，
我的身边都是饮料品兄弟。我看到易拉罐妹妹
和啤酒瓶大哥被抓去了另外两条传送带。
接着，我被传送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我被

分解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我居然摇身一
变，成为了一件白灰色衣服！一群小朋友围住我，
用手摸摸我，都说：“很柔软。”
“幽幽，起来吃早饭了。”我被妈妈从梦中叫

醒。我看到桌子上，放着昨天去上海老港生态环
保基地参观时喝的矿泉水瓶，一会儿出门我要把
它扔到可回收物桶里。

记者点评：可回收物的处理，如果用说明文
来写，会比较生硬和简单。 但这位小记者换了个
手法，写了篇小童话，让“说明”变成了“故事”，有
趣很多。

我是一个装满可乐的易拉罐。
一天，我被一个小女孩带到家里，把我里面

装的可乐喝完啦。然后，小女孩把我丢进了可回
收物桶里。我的旁边挤挤攘攘的，好多易拉罐呀。
过了一会儿，我被送到一辆车里。只听“咕咚”一
声，车开了。我跟着车子来到了哪儿啊？哦，天
呐，我来到了一架巨大的垃圾处理器旁。“轰隆
轰隆……”，我听到旁边好多的易拉罐都被送进

了一个热烘烘的地方。突然，我也被送进去了。
哎呀，好热呀，好热呀！过了一会儿，我全身都熔
化了……
等我再醒来时，我又变成了一个易拉罐，

灌上饮料，摆在一个超市的货架上，等待新的
主人。

记者点评：同样是一篇小童话，把易拉罐的
回收利用讲得很清楚，又不失童趣。

今天， 我去了上海老港生态环保
基地，里面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
垃圾和湿垃圾的回收介绍。 我最感兴
趣的是干垃圾的回收。 干垃圾先进入
管道，再在焚烧炉中焚烧，产生热能使
发电机运转。 燃烧后产生的渣灰可以
制作环保砖。 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
会被排入过滤罐子过滤。 一共有四个
过滤罐子，分别是粗过滤装置、DMA、
布袋除尘器和活性炭吸附装置。最后，
这些有害气体变成无害气体， 排入大
气中。
———晨报小记者 骆聿宸（上海市万里
城实验学校 二年级）

下了大巴车， 我们跟着讲解老师
来到第一个展厅。 这里展示了很多照
片，其中最触动我的，是一条鱼误食了
海洋里的垃圾袋而死亡的照片。 第二
个展厅里， 有一个区域是告诉我们，
一些材料在大自然中的降解时间。 比
如：废纸需要 2 到 6 个星期 ，而玻璃
制品需要 1 到 200 万年。 在第三个展
厅里，我看到了可回收物分拣机器人，
可回收物被分拣后可以做成有用的生

活物品。
———晨报小记者 华君钰（上海市闵行
区马桥文来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 座落于
浦东新区的老港镇， 面积大得跟澳门
岛有得一拼。 这里每天都要处理上海
市 70%的“废物大军”，数量惊人到能
堆成小山。在环保基地中，有一座专门
讲解生活垃圾的酷炫展馆———上海生

活垃圾科普展示馆。 在 “重新认识垃
圾”展区，我了解到一块看似普通的玻
璃， 在自然界中需要 200 万年才能完
全分解。在“垃圾去哪儿了”展区，我了
解到餐厨废弃油脂经过高科技处理，
竟然可以转变成 B5 生物柴油， 为大
货车提供动力。
———晨报小记者 郭承鑫（上海浦东新
区民办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我的寻宝两日游
晨报小记者 陈之彦

（上海市北郊学校 四年级）

国庆假日的第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
了河北宣化。我平时就很喜欢捡各种各样的石头，
但是外婆和妈妈却把石头当作“破玩意”，所以这
次我来宣化就是为了挖出宝石，让她们“开开眼
界”。
到了山谷，只见那里的石头乱七八糟地堆着，

有的大，有的小，还有的碎成了粉末。我跑去问老
师，这个山谷是怎么形成的，老师说，以前为了开
采宝石用炸药炸开的。接着，老师介绍了宝石谷中
可能会挖到的宝石，比如白水晶、紫水晶、烟色水
晶和战国红玛瑙等等。
听完介绍我就埋头苦找起来。映入我眼帘最

多的是一种黄黄的、布满气孔的石头。这是安山
岩，由火山喷发和岩浆冷却形成。白水晶、紫水晶、
烟色水晶还有方解石，就像一簇簇食盐嵌在安山
岩中，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我戴上护目镜，
举起地质锤，向水晶洞边缘的石头砸去，一顿“叮
叮当当”的操作后，我只收获了一地水晶碎屑。于
是我改变战术，蹲在地上一块一块地翻石头，眼睛
像雷达一样在地上扫来扫去，果然有了巨大的收
获———找到一大块白水晶！我把它举起来对着阳
光，学着老师的样子，检验它的透光度。那一刻，我
感觉自己成为了一名地质学家，刚刚挖掘到一块
世界上从未发现的宝石。
第二天，我的寻宝之旅还在继续。老师带我们

来到大麻坪村，这里有一座由火山喷出的玄武岩
构成的大山，米粒般大小的橄榄石填充其中。走在
去采石点的沙路上，我就已经看到大大小小的橄
榄石铺在地面上。我的眼睛就像被粘在路上似的，
怎么都移不开目光。没想到，还真的被我找到了一
颗豌豆大小的透亮的绿色橄榄石。我兴奋地一边
大叫一边追上老师，向他展示我的战利品。老师也
很开心，对大家说：“这是一颗宝石级的橄榄石，它
的纯度很高，可以直接加工成首饰！”
我们沿着泉水流淌过的路，来到了橄榄石河

谷。橄榄石洒满了整个河道，像绿色的星星嵌在山
坡上，我还在其中找到了金色的橄榄石呢！
坐在返程的高铁上，我拿出那颗绿橄榄石，欣

赏着它精妙的构造，想着，这颗应该能够堵住外婆
和妈妈的嘴了吧！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大自然真是
了不起，可以孕育出如此美丽的宝石。我们的祖国
地大物博，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神奇的产物，为
了这些宝物们，必须保卫我们祖国的领土，寸土不
让！

记者点评： 感觉这篇文章是小记者一气呵成
的，那份热爱透过文字传递出来，感染到读者，非
常棒！ 希望你将来能够实现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
地质学家。

国庆节在这里打卡
晨报小记者 杨双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苏河湾中学 七年级）

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万里江
山百看不厌。我要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在
祖国各处留下我的足迹。国庆期间，我在福建
霞浦打卡，感受异乡的风土人情。
在这里打卡，我感受美丽的自然风光。不

必说那带着咸味的海风、耳边传来的海浪声、
波光粼粼的海面，也不必说那新鲜潮湿的空
气、温暖明亮的阳光、变幻无常的白云，单是那
里山岛竦峙、树木丛生，就令人心驰神往。

在这里打卡，我感受当地的风俗习惯。俗
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乘着渔船在
海上航行，忽然眼前出现了成片的、拇指粗细
的钢柱，钢柱间还整齐地排列着颜色统一的浮
标。那是霞浦人的“渔田”。渔民告诉我们，田
里养着许多生蚝、海带、海参等生物，浮标的颜
色用作区分。他们还为我们介绍了养殖海参的
方法：把海参幼苗装在一个笼子里，给笼子系
上绳子，扔到海底。等海参长大后，再把笼子拉
出海面。说完，渔民从身边拉上的笼里取出一
条海参，跟他的手掌一样长，和矿泉水瓶盖那
般粗。大家纷纷感叹海参的个头大，争相给“露
脸”的海参拍照，我看到渔民脸上露出了无比
自豪的笑容。
在这里打卡，我感受浓浓的烟火气。穿过

海田，我们来到稍远一点的海域，这里停留着
数以百计的渔船和“房子”。没错，这里的房子
都飘浮在海面上！在这里，我惊奇地看到了水
上仓库、水上餐厅，甚至还有水上市场。虽然是
国庆假期，渔船却川流不息，渔民忙得不亦乐
乎。市场中，渔民们的叫卖声络绎不绝。

霞浦，这座海边小城，以它秀丽的自然风
光、热情淳朴的渔民、充满烟火气的海上市场，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点评：这篇文章在结构上用了格式相
对统一的段落总起句，像一根绳索把文章串联
起来，显得很工整。 语言方面，也显示出了一定
的描写功力。 但“国庆节在这里打卡”这个题目
的背后，缺了一些立意，所以结尾就很难有落
点，值得再思考下。

一次“惊心动魄”的秋游
晨报小记者 方子斐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小学 三年级）

你参加过怎样的秋游呢？是有趣的？是能获得
很多知识的？还是热闹非凡的？上周六秋高气爽，
天高云淡，正是秋游好时机，学校安排我们去海
昌海洋公园秋游，没想到竟是一次“惊心动魄”
的秋游。
“出发啦！”我们坐上大巴，欢乐地开启了前

往海昌海洋公园的旅程。在虎鲸剧场里，“哗啦啦
……”虎鲸国王用他的尾鳍给观众送上一次次
“惊吓”，大家撑着伞、穿着雨披，一边笑着一边尖
叫。“吱吱嘎嘎……”跳楼机升空了，伴随着一次
次失重下落，同学们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这已经够
惊心动魄的了，可没想到还有更惊心动魄的，在回
学校的路上等着我们。

游玩结束，兴奋了一天的小伙伴们都坐在
车里昏昏欲睡。突然，大巴一个急刹车，停在了
高架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同学们揉揉惺忪的
睡眼，各个脸上都挂着迷茫。伸长脖子一看，啊
呀！原来是汽车抛锚了。我们被困在大巴上，窗
外是川流不息的车辆，车里是焦急的我们，眼看
放学时间就要接近了。“我该怎么办？谁送我回
去？车修得好吗？妈妈来学校接不着我怎么办？”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车里一下子炸开
了锅。
这时候班主任吴老师走过来对我们轻轻地

说：“大家不要怕，我已经打电话给警察叔叔
了，已经有拖车在来的路上了，只要等拖车把
大巴拖到高架桥下，我们就安全了。”她温柔的
微笑、妥善的安排安抚了我们不安的心。于是，
我们从书包里翻出中午还没吃完的零食，在车
上开始了“清库存”行动。书包清完后，老师带
领我们唱着《少年有志》《快乐崇拜》等歌曲。
在欢快的歌声中，等拖车的时间也没有那么漫
长了。
一小时后，我们终于等到了拖车。被拖车牵引

的大巴就像一辆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一路颠
簸，让我们的行程也变得更加惊心动魄。等车拖到
了地面，我们被安全转移到另一辆大巴上。

当我们到达学校，和家长们汇合时，大家终于
松了口气，不禁欢呼雀跃起来。惊心动魄的旅程终
于结束了，可还没等我离开学校，就开始期待下一
次旅程了。

记者点评：好文章有赖于好素材，好素材有时
候也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位小记者就遇上了“天落
水”，而且抓住了这个好素材，写成了一篇很生动
有趣的生活随笔。

垃圾去哪儿
晨报小记者 谢天欣 （上海市杨浦区六一小学 四年级）

垃圾的重生之路
晨报小记者 余芊乐 （上海市北郊学校 四年级）

垃圾历险记
晨报小记者 姚幽悠 （上海市杨浦区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 四年级）

易拉罐漫游记
晨报小记者 李易澄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二年级）

文章节选

练习写作，是要保持一颗对生活敏感的心，敏锐地捕捉到那些触动你情感的瞬间；是要在一次次
的练笔中，构思主题、梳理结构、打磨文字，慢慢提高。

新闻晨报学记团每月设立一次“日常习作”投稿机会，邀请小记者记录生活点滴，积累写作素材，
磨砺写作能力，在一次次练笔和修改中，把作文前面的“怕”字去掉，甚至品尝到写作的乐趣。

本期，我们刊登小记者的 10 月第一期日常习作投稿。

【日常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