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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的旅行中的
收获收获

黄山的雄伟，土楼的古韵，南
浔的静谧，仿佛是一幅幅流动的
画卷，让小记者在行走中领悟到
了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文的深厚
底蕴。在这浪漫的旅程中，小记者
们收获了无与伦比的风景和深深
的人文情怀，感谢这趟旅行。

游黄山
鄞州区堇山小学608班
刘羿辰(证号2331689)
指导老师 马瀛莹

黄山原名黟山，因黄山上的
石头大多是黑色的，因此得名。
传说黄帝曾在此山上炼制仙丹，
后将黟山改名为黄山，并一直沿
用至今。

黄山是我国赫赫有名的风
景区，黄山的景色可以胜过“五
岳”所有美景。拥有如此之高评
价的黄山，更以云海、奇松、怪
石、温泉这“四绝”著称于世。

“黄山自古云成海”，我们乘
着索道，只见高高的峰顶环着白
云。黄山的云真白啊，犹如棉花
糖那样晶莹，那样洁净；黄山的
云真广啊，犹如一望无际的大
海；黄山的云异常美妙，缥缈恍
惚，变幻莫测。很快，我们就来到
了黄山第二高峰——光明顶。站
在光明顶上极目远眺，白茫茫一
片，漫天云雾悄然而至，像织布
的梭子一般来回穿行于山峰之
间，随风飘移，时而上升，时而回
旋，时而伸展，一会儿遮住了山
峰，一会儿又顽皮地跑开了。

过了一会儿，雾气散开了，
对面的怪石渐渐地探出了脑袋。
它们个个千姿百态，人们按石头
的样貌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
猴子观海、仙人指路、金鸡叫天
都、笔架峰……

“欲识黄山真面目，风华半
在玉屏楼。”不知不觉，我们来到
了老舍笔下的玉屏楼，最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棵千年古松——迎
客松，它就像一位老者，千年以
来，伸出手臂，憨态可掬地迎接
游客的到来。

傍晚，我望着夕阳下的黄
山，它是那么的奇瑰艳美，使人
不由得疑心不是天然生成，而是
巧匠精心雕琢的结果，真是天下
美景归黄山！

南塘老街
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401班
李思觎(证号2304640)
指导老师 鲍春妙

来到了南塘老街大门口，就
看见一座门楼牌坊，黑色的瓦
片，红色的圆木门面，古色古香，
尖尖的屋角向上翘起，像一只展
翅高飞的雄鹰，红红火火的灯笼
挂在上面，像一串串糖葫芦。尤
其是牌子上的那四个大字“南塘
老街”，格外醒目。

穿过门楼牌坊，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条石板路，两旁是充满
江南水乡韵味的商铺。我兴奋地
看看这家，又看看那家，几家美食
店铺的香味扑面而来，让我直流
口水，烤菜年糕、十六格馄饨、臭豆
腐……

咦？前面的店铺，排起了长长
的队伍，像一条巨龙。我扒开人群
一看，原来是一家油赞子店。店员
熟练地拿出一个面团来，把两根
粗面相互绞缠在一起，放进锅里
炸。香气瞬间飘出来，金黄金黄的
是甜的，墨绿墨绿的是咸的。我喜
欢吃甜的，爸爸就给我买了一斤
甜的油赞子，又香又糯，回味无
穷，可真是太好吃了。

我还吃了很多好吃的，甜滋
滋的汤圆、香喷喷的烤菜年糕、
外焦里嫩的烤串……直到吃得
肚子圆滚滚了，我才善罢甘休。

南塘老街还有很多好玩、好
吃的，你们也快点来吧！

五龙潭游记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603班
刘千芝(证号2307286)
指导老师 王燕波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
去五龙潭游玩。

进入五龙潭的大门，我们的
左边是清澈见底的小溪，溪水拍
打着石床，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
很是好听。我们的右边是直通云
端的石墙和茂密的树林。沿着小
溪，我们踏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
走走停停。走了十几分钟，忽然听
到了强大的水流声。我们到了五
龙潭的第一潭。我们站在潭边，大
瀑布近在咫尺，水流一泻而下，撞
击着石床。水与水的接触，溅起的
水珠如水晶般透明，又如银河般
晶莹透亮，水汽如薄纱般细腻，落
在身上，凉滋滋的，十分舒爽。虽
然没有李白口中所说的“飞流直
下三千尺”那么壮观，但也有烟波
浩渺之势。

向上步行二十分钟左右，我们
就到了第二潭。第二潭的潭水虽然
没有像第一潭那么震撼，但是也是
十分壮观的。我们继续向第三潭出
发，山路沿着溪水，虽然比之前稍
平缓，但脚下的石板湿漉漉的，稍
不小心就会滑倒。我们相互加油鼓
劲，不知不觉就到了第三潭。去往
第四潭的路，时而陡峭，时而平坦。
我们到此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虽
然累，但为了美景坚持着。到了第
四潭，水愈发清澈。我捧起潭水，喝
了一口，哇！真是甘甜清凉。我们终
于到了第五潭，站在上面往下看，
实在是太美了。

看到这么多的美景，想着我
们坚持着爬上来真是太值得了。

最美西大河
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401班
胡君弈(证号2311523)
指导老师 陈晓娜

西大河是我上学的必经之
路。不知不觉间，它已经陪伴了我
三年多的小学时光。以前每天上
学、放学，我都步履匆匆。直到最
近，当我停留的那一瞬间，才发现
西大河原来这么美！

西大河的美从日出延续到日
落。清晨，西大河还没有褪去薄雾
纱衣，热爱运动的人们便迎着日
出在步道旁晨练；中午，西大河热
闹起来了，杉树林中随处可见孩
子们嬉笑的身影；下午，龙虾池旁
不时传出丰收的捷报；晚上，华灯
初上，西大河在灯光、人影、蝉的
叫声中更加美丽、神秘了……

西大河的桥也很有意思。当
你走到桥中心的高台时，往左看
是一片树林与熙熙攘攘的人群；
往右看是宽阔的马路与来来往往
的车辆。前后两端是碧绿悠长的
西大河河流，偶尔可见认真垂钓
的老翁……

这就是我的上学路，这就是美
丽的西大河，它迎来送往，见证一
批又一批学子走进知识的殿堂。

记福建的土楼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501班
贾景涵(证号2307236)
指导老师 叶露艳

假期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
去了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福
建土楼。

我们早上九点开车到了半山
腰的停车场，然后沿着弯曲的山
路步行，山里的空气格外新鲜，不
远处的山峰云雾缭绕，就像仙境
般迷人。我们一路欣赏风景，有说
有笑，不一会儿就到了观景台。从
这里俯视土楼群，令人震撼！眼前
的建筑由四个圆形和一个正方形
组成，所以美其名曰——四菜一
汤，据说这片土楼群已经有几百
年的历史了呢。走出观景台，我奋
力跑向刚才的土楼群。走近一看，
每个土楼的内部结构大致一样，里
面还住着当地人，可能已经习惯了
进出参观的游客，似乎一点儿都没
被打扰，舒心地生活着。“四菜一
汤”土楼群的不远处，是现存最古
老的土楼——裕昌楼，距今700多
年。它里面的柱子全都是歪歪斜斜
的，所以被称为“东倒西歪楼”。还有
两口奇怪的井，一口叫阴井，里面的
水浑浊无比，看起来深不见底。另一
口叫阳井，里面的水清澈见底，还有
几条可爱的小鱼游来游去。这次旅
行，让我惊叹土楼的宏伟壮观，更敬
佩古人的智慧和力量。

湖州游记
鄞州新蓝青学校502班
林子衿(证号2304346)
指导老师 陈艳萍

我和我的父亲于前日从宁波
出发前往湖州游玩，昨晚回到宁
波。这是一段既好玩又有收获的
旅程。在旅行前，我查询了一些关
于湖州的地理与人文方面的资
料：湖州位于浙江北部，毗邻嘉
兴、宣城，是长江三角洲中心区的
一座城市。它拥有着2300多年的
历史文化和无数的自然与人文景
观。而它因为北濒天湖，故得名

“湖州”。因为湖州拥有着悠久的
历史，所以说它是江南古城，它当
之无愧。

我和父亲经过了两个小时四
十分钟的车程后，终于到了湖州。

不多时，我们放好行李，便来
到了距离酒店“不足数尺”的南浔
古镇。

一进门，扑鼻的是阵阵桂花
香，入目的是古色古香的石板路，
仿佛置身于一个清新宜人、极富江
南水韵的小镇中。走在小巷里，两
旁是白墙黑瓦的江南特色建筑，古
朴典雅，让人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
息。在这里，可以坐船游览，感受水
上风光，也可以品尝当地美食，体
验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翌晨，我们去了上海之后便
返回了宁波。

游宁海雁苍山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602班
王艺钧(证号2307280)
指导老师 李莹莹

周末，我们一家人来到宁海雁
苍山。一路上，山清水秀，生机勃勃。

到达雁苍山景区门口，呈现在
眼前的就好似一幅美丽的画卷：郁
郁葱葱的树木，清澈见底的溪水，鱼
儿在波光粼粼的水中游动，若隐若
现，美丽极了。这美景让人情不自禁
地往前走，这时前面传来一阵“哗啦
啦”的水声。抬眼望去，一条白花花
的瀑布从万丈高崖直泻而下，让我
想起了李白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似银河落九天”。

沿着石阶继续往上走，瀑布时
而被树林遮住，时而展现在我们眼
前，时隐时现，好像一名害羞的少女
在和我们玩捉迷藏。靠近瀑布，一股
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迈步走到
瀑布跟前，一幅巨大的水幕呈现在
我面前，就好像一条布带，垂直落进
水潭。一阵风拂过，把水吹到我脸
上，凉丝丝的，使人心旷神怡。

这次雁苍山之旅，真让我流连
忘返。

游南浔古镇
鄞州区东吴镇中心小学401班
钟毓宸(证号2304641)
指导老师 鲍春妙

南浔古镇是江南四大古镇之
一，它位于浙江省的湖州市。周末，
我和爸爸妈妈一早就整理好行李，
要去这个闻名遐迩的南浔古镇。

经过近三小时的高速，我们到
达了南浔古镇。

漫步古镇，两支巨大的毛笔映
入眼帘。其中一支是“笔王”，总长5.1
米，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也是我见
过的最大的笔。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南浔古
镇的著名景点——小莲庄。放眼望
去，池塘里满满的荷叶和荷花。那荷
花犹如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荷
叶就像一位位英俊潇洒的少年，为
荷花遮挡着烈日的灼晒。

沿着古镇的流水，我们来到了
百间楼，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景点。
相传为明代礼部尚书董份所建，据
说他带着自己的孙子居住在南浔。有
一天，他的孙子要娶一位女子，可是
女子故意刁难他，说自己有一百个陪
嫁的婢女，他的房子太小了住不下。
孙子把这事告诉了董份，董份听后，
立即命人造了一栋楼，楼里有一百间
屋子，每个婢女各一间。民间由这个
故事，给这栋楼取名为“百间楼”。

天色渐暗，夜晚的百间楼灯火通
明，灯笼倒映到河面上，星星点点绵
延十里，场面十分壮观。河面上传来
古筝的演奏声，悠扬的戏曲声，穿汉
服的女孩子们在河边起舞，再加上来
来往往的游客，真的是热闹极了。

离开南浔后，我想着这么美的
地方，我一定要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