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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别干了行吧？太热了！”“老师，这
活儿不是我们小孩儿能干的，麦尖儿太扎人
了！”“不可以！谁要偷懒，就让他最后一个
走！”老师严肃地说。又干了好大一阵子，看
同学们个个热得满头大汗，老师忙说：“孩子
们，停下吧！这3亩多小麦，老师哪舍得让你
们全割完呀，剩下的全都留给收割机吧……”

“老师万岁！”孩子们齐声欢呼。
面前的这块劳动实践基地，是台儿庄区

张山子镇中心小学利用学校的空闲地方和花
池，于2012年2月投资4万元建设的。8亩的
实践基地内根据当地农业结构特征，种植了
小麦、玉米、大豆、红薯等农作物，间种蔬菜、
果树等经济作物，并配建了鱼塘、藕池、苗圃、

花园等特色园区，共有核桃树 20株、桃树 32
株，石榴树、白杨树等若干。基地内还清理了
水塘450平方米，放养各类鱼苗20斤，栽种观
赏莲藕100余株。

基地以年级为单位分成了6个劳动实践
活动区，每个年级都会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劳动实践活动，每一名学生都可以参与到种
植、管理、采摘和收割的全过程。大家在学到
农耕知识的同时，还培养了劳动的观念，懂得
了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这片劳动实践基地
更成为了学生们的“开心农场”。

基地里种的 3亩小麦，眼下已进入了成
熟收割期。6日，几十名孩子在老师的指导
下，开始了“三夏”劳作。当日，正是我国传统
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也是一年当中农事
最忙的时候。农谚道：“芒种芒种，连收带
种”。农田里，人们正在进行抢收抢种和田间
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这不，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手持镰刀
收割着小麦，感受农耕的辛苦。年过半百的
孙晋祥老师右手拿镰刀，左手握麦秆，一边做
着示范，一边讲解：“同学们，看仔细了，用镰
刀割麦还有个口诀，那就是‘割麦不要忙，把
大路子长’。今天是芒种，芒种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第九个节气。意思就是指大麦、小麦等
有芒作物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得抓紧时
间抢收抢种，不能耽误了农时。”

“我从来没收割过小麦，今天跟着老师在
我们的实践基地学习，不仅学会了割麦子，还
会打捆了！虽然天很热，身上也被麦芒扎得
很痒痒，但是我们都干得可开心了，农民伯伯
常年在田间劳动，更是很辛苦。以后，我也想
做个农场主。”六年级 2班的张欣同学“巾帼
不让须眉”，割起麦子来有板有眼，她一手拿
着镰刀，一手擦着额头上的汗说道。

（记者 孙慧英 特约记者 张严新
通讯员 刘希 文/图）

孩子们的开心农场

芒种芒种，连收带
种。那边收麦子，这边点
豆子

点豆子放多了不
行，少了也不行，需要
团队合作，前边刨坑，
后边接着点，然后再
浇水、埋土

芒种到
了，学生们
在老师的指
导下收割、
打捆、堆放，
整个流程全
都独立完成

这麦捆虽然小了点，但连割加捆都是自己完成的

草和苗差不多高，除草也成了技术活儿。老师做示
范，一点点除干净

脚磨破了赶紧包一下，还想接着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