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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灰蒙蒙的，非常寒
冷，大街上的行人都把脖子
缩进衣服领子里。而我却兴
奋不已，因为我今天就要成
为一名郑州日报的小记者
了。接到要去报社参观的通
知，下午两点，我便迫不及待
地向报社奔去。

报社的老师首先带我们
来到四楼采编大厅，那里是
记者们办公的地方，我们参
观了区街新闻部、经济新闻
部、新闻讨论部等，在那里我
看见许多叔叔阿姨紧张地工

作着，他们在电脑前编辑着
报纸上的各种内容，我们每
天看的报纸，都是这些叔叔
阿姨一字一句编辑出来的，
真的很辛苦。

接着我们乘坐电梯来到
19 楼社史陈列馆，这里展示
着报社以前的艰苦创业史和
发展史。

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伟
大的毛泽东主席在 1950年和
1964 年分别为《郑州日报》、

《郑州晚报》题写的报头。这
可是我们郑州的骄傲啊！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没
能逐一对各个部门进行参
观，这让我非常遗憾，等以后
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这里参
观，了解更多关于报社的知
识。

虽然我当上了小记者，
但我现在懂得还很少，通过
这次参观，我认识到知识的
重要，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
取做一名合格的小记者。

汝河新区小学
校园记者 王一安

星期一，我接到郑州日报的通知，

要去报社领小记者证，并且还要参观采

编大厅，我高兴地快要跳起来了，因为

这可是我的第一次采风。我迫不及待

地想到那里瞧瞧，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来到报社门口，我看到日报社的大

楼大吃一惊，楼层外围安装着绿色的玻

璃窗，漂亮极了。

领完小记者证，我们来到四楼采编

大厅参观，采编大厅特别大，里面密密

麻麻的有许多小隔间，别看它们那么

小，但功能可不少，下面我着重讲一下

电脑。有人问了，电脑有什么稀奇的？

家家户户都有啊。可这里的电脑可好

玩儿了，平常家里用的电脑屏幕都是横

的，而这里的屏幕却是竖着的，又有人

问了，干嘛用竖的啊？听编辑阿姨讲，

编排报纸的时候，横屏的电脑没有竖屏

的方便，因为平时看的报纸是竖着的，

这样方便排版和阅读。而且我还发现，

很多记者都不在座位上，原来他们都出

去采访了，我不禁觉得做记者真辛苦，

这么冷的天，还要出去采访。

在采编大厅的入口处，我看见一个

展板上有很多报纸，报纸上的每一篇文

章都打有字母和数字，原来每一份报纸

出来后都是要打分的，有 A、B、C 等等

级，所谓打分，就是想激励记者们更上

一层楼，写出更好的文章。

经过这次参观，我懂得了原来每一

张报纸、每一篇文章都是记者们辛辛苦

苦、东奔西跑采访得来的，所以我们一

定要珍惜我们看到的每一份报纸。

华山路小学校园记者 李璐

《郑州日报》每天都会以它崭新
的面孔与大家见面，但是您知道它们
是怎么排出来的吗？今天，我就请大
家跟随一起去报社参观一下吧！

报社位于陇海路与文化宫路交叉
口，一进入大厅，宽敞而又明亮，中心
摆放的绿色植物和盆景，使人感到春
意盎然。报社的工作人员说：“报社成
立于1949年7月1日，比新中国成立的
时间还要早一些。《郑州日报》曾被评
为首届十佳报纸、一级报纸……”这些
成绩让每一位报社的员工们都感到
骄傲和自豪，我身为报社的一名小记
者也感到特别的光荣。

接着，我们又跟随工作人员来到
四楼的办公区域。细心的我发现有
一个区域的电脑显示器和报纸的版
面一样大。于是，我带着好奇心问了
工作人员，她对我说：“显示器之所以
这么大是为了方便排版，能够一目了
然地阅读整个版面。”

“那怎样把我们的稿件发表在报
纸上呢？”不知是谁问出了大家的心
声。通过工作人员耐心地讲解，我了
解了大概的出版流程。第一，小记者
要跟随报社参加采风活动；第二，通过
电子邮件的方式投稿；第三，大记者们
根据小记者的投稿情况，筛选出写得

相对较好的稿件发给编辑；第四，编辑
拿到稿件后，仔细审读，查找其中的错
误并改正；第五，把改好后的稿件排
版；第六，打印大样；第七，送校对，而
校对是报纸最后的把关人；第八，校对
完毕后，大样送印刷厂。这样，我们写
的稿子就能和大家见面了。

在参观时，我觉得虽然大家的工
作都很忙碌，但是整个环境是那么井
然有序。在他们的工作区域中，您很
难在地上找到垃圾或杂物，真不愧是
卫生先进单位啊！

建新街小学校园记者 魏怡欣
辅导老师 牛聚润

你知道一张报纸是怎样编排出
来的吗？你知道郑州日报的成长历
史吗？那么，就跟随我的脚步，来到
郑州日报一探究竟吧!

进入采编大厅，大厅里非常安
静，首先看到的是许多工作人员各自
在认真地忙碌着。经过讲解员姐姐
的介绍，我们知道了一份报纸出版的
过程，你们知道一张报纸需要多少道
程序才能“出炉”吗？让我来告诉你
们吧！首先，报纸要经过采编人员的
审稿编排，然后再把稿件送到校对人
员的手中，经过他们的“火眼金睛”仔
细审查核对后才能定稿。最后，把改

好的大样拿到印刷厂
印刷。这其中的辛苦
可能只有采编人员才能体会的
到。

由采编大厅出来，我们乘
坐电梯来到19楼——社史陈列
馆。在这个展厅里，我们看到了许多
年来郑州日报获得的各种奖杯和奖
状，还有最古老的相机和历史久远的
报纸。

这一次采风活动让我学到了许
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真是有意
义。

淮河路小学校园记者 许帅珂

近日，我兴高采烈地来到郑州日报采编大厅。
为我们讲解的姐姐说，我们投的稿件需要经过一定的流程才能见报。第一步，采访写稿子；第二步，投稿；第三步，编辑选稿、排版后出大样交给校对；第四步，校对修改。修改后交给印刷厂印刷。

听完了姐姐精彩的讲解，我也心动了，好想马上写完稿子投稿给编辑。这时，姐姐又带我们参观了采编大厅，有经济新闻部、文娱新闻部、体育新闻部、新闻评论部等等。看完了这些部门，姐姐又带我们看了样报。姐姐说，每天的报纸出来以后会有专人评报，这样可以激励记者和编辑找出自己的不足，为以后更

好地办报纸。我暗自赞叹：原来还有这么多规矩啊！
接着，老师又带我们来到社史陈列馆，老师说：“《郑州日报》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领袖的关怀鼓舞着郑州日报社与时俱进，也鼓舞着我奋发学习。

最后老师告诉我们，小记者想体验某种行业的话，可以去各个单位工厂体验。只要出示郑州日报小记者证就可以了。
回家的路上，我感到作为一名小记者，担负了很大的责任，但同时我也很快乐！

育红小学校园记者 张雪晴辅导老师 苏晓丽

今天，我随郑州日报小
记者团来到郑州日报参观。
一进报社，我就看到许多照
片，有报社活动照片、记者采
风时的照片……正当我在欣
赏这精彩的瞬间时，带团的
老师让我们集合了，就这样，
我和小伙伴们踏上了愉快的
旅途……

我们来到了编辑部叔叔
阿姨工作的地方，那里不仅
安静而且也很干净。这时，

小记者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
现象，这里的电脑都是竖着
的，这可让我们大吃一惊！
可这是为什么呢？带团老师
告诉了我们答案，原来，电脑
竖起来是为了方便使用，而
且，这里的电脑是专门定做
的，竖着的电脑方便编排报
纸的内容，所以电脑是竖着
的。

随后，我们又来到社史
陈列馆，那里记录了郑州日

报的历史：1949 年 7 月 1 日，
郑州日报创刊。1950 年 3 月
和 1964 年 12 月，毛主席曾分
别为《郑州日报》和《郑州晚
报》题写报头……

虽然这次的旅途时间很
短暂，但是我受益匪浅，我一
定要努力学习，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我会成为一个合格
的小记者，为报社出一份力！

南阳路第二小学
校园记者 李梦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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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我们郑州日报小记者团来到
袋鼠妈妈蛋糕房采访。

走进蛋糕房，我看到里面摆着琳琅满目的
蛋糕和面包，还有一些制作蛋糕的工具和材料。

这个蛋糕房总共分三个区域，分别是销售
区、工具区、还有制作区。我们先参观的是销售
区。销售区有许多面包，面包上有金黄色的肉
松、绿油油的葱花，还有又红又大的火腿肠，看
起来非常诱人，我恨不得马上咬一口。随后，我
们又来到工具区。工具区里有制作蛋糕的工
具，但是我不知道各有什么用。我拿起一个心
形的工具问阿姨，阿姨说：“这个是专门用来给
蛋糕设计造型用的。”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最后我们来到了制作区。制作区里有专业自动
搅拌器，还有专业烤箱……

这时讲解员拿来了一盒植物奶油。讲解员
说：“接下来，我教同学们做蛋糕！”我们听到这
句话后都摩拳擦掌、兴奋不已。我们先将植物
奶油倒入一个盆里，然后再把盆放入自动搅拌
器里，搅拌15分钟，奶油就完成了。接下来在蛋
糕坯上抹上奶油，刚开始我们抹得凹凸不平，后
来阿姨拿着专业抹刀教我们把它抹平。之后，
我们再往奶油上放上一些水果。这样，一个香
喷喷的蛋糕就大功告成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享
受美味的时刻了，浓密的奶油、新鲜的水果，看
起来可真诱人啊！我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我
感觉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蛋糕了，因
为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

参加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体会到自己动手
做蛋糕的乐趣，更让我懂得了“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话的含义。

金燕小学校园记者 邓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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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郑州日报老师的通知，知道我们小记

者要去袋鼠妈妈蛋糕房学做蛋糕，我的心情特
别激动。

我们准时到达蛋糕房，阿姨热情接待了我
们，并带我们参观了做蛋糕用的工具和材料，然
后把我们领到一个长方形的桌子旁边。阿姨已
经把做蛋糕用的搅拌器、转盘、刀、毛巾，还有植
物奶油、蛋坯、切好的果片全准备好了。阿姨
说：“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奶油是怎样打出来的。”
说着就把植物奶油倒入搅拌器中，启动开关，搅
拌器快速转动起来，植物奶油在机器的搅拌下
由稀变稠而且越来越多。快看！奶油往外冒
着，就像一朵朵白亮的小菊花，前面两朵隐去
了，后面两朵又开了出来，漂亮极了。阿姨说出
现这样花形就证明快好了，果然等了一会，阿姨
把机器关了。植物奶油在机器的转动下变成了
又白又嫩又鲜的纯奶油，味道也由原来的淡变
得越来越浓，馋得我直咽口水。

接下来，阿姨用刮刀挖着奶油往蛋坯上抹
了点，她让我们自己亲自动手涂奶油。轮到我
试的时候，我拿着刮刀挖着奶油在上面抹来抹
去，蛋糕上倒没有多少奶油，而刮刀的两面沾的
全是厚厚的奶油。阿姨说，刮刀的一面要始终
保持干净，这样才能抹均匀，我把刮刀上两面的
奶油抹到盆里，拿毛巾把刮刀擦干净，重新按照
阿姨说的的办法试了试，嘿，还真管用。

之后，阿姨又让我们放上水果切片，又用巧
克力抽花器在上面涂花，就这样，在阿姨的指导
下好吃的蛋糕做好了。

我们小记者既学会了做蛋糕，又饱了口福，
个个脸上乐开了花，我的心里呀，更是美滋滋
的。 金水丰产路小学校园记者 侯蕾啦

迎着冬日的暖阳，我们小记者一行来到郑州日报了解
报纸排版。

进入四楼采编大厅，这里是记者们的工作区域，分为区
街新闻部、经济新闻部、文体新闻部等。这里的一切都井然
有序，记者们都各有各的采访任务。一位老师为我们讲解
了报纸的制作工序：第一步是我们跟随报社参加采风活动；
第二步，要及时投稿；第三步，报社的记者把优秀的文章筛
选出来；第四步，编辑进行排版；第五步，打成大样，送去校
对；第六步，印刷。第二天早晨，就可以送给千家万户了。

随后，我们来到了社史陈列馆，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
首先我看到毛主席为郑州日报题写的报头，接着，我看到了
无数个报社获得的奖状。有“第七届精神文明奖”、“五个一
工程组织工程奖”、“一级报刊”、“十佳报纸”、“卫生先进单

位”、“先进基层组织”等。
看了那么多，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为我是郑州

日报的一名小记者而自豪！
兴华小学校园记者 贾冰慧

近日，16名玉树灾区的孤儿代表在省慈善
总会的组织下，来到郑州友好儿童牙科医院欢
度佳节，感受社会家庭的温暖。友好儿童牙科
的医务人员为他们进行了免费口腔保健，并捐
赠了30多件棉衣。 张 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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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意义的参观 做一名做一名 合格的小记者合格的小记者

一个一个 愉快的下午愉快的下午

植树节就要到了，三月
更是绿色的季节，小记者们
有什么与绿色环保有关的想
法和故事吗？

请将你们与“环保”有关
的见闻、感想记录下来，并投
稿给我们吧！

本期主题征文预告
小记者们注意啦
新学期的采访活动即将

开始，尚未办理小记者证的小
记者们请抓紧时间携带两张
一寸照片到报社办理证件。

地址：陇海西路 80号郑
州日报社一楼东厅
电话：67655572

令人自豪的时刻令人自豪的时刻

近日，我以小记者的身份参观了向往已
久的郑州日报，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情！

报社的叔叔先带我们来到四楼采编大
厅，请一位编辑阿姨给我们讲解报纸的基本
知识。阿姨还告诉我们报纸是怎样“炼”成
的。首先，小记者跟随工作人员采风，然后写
稿、投稿，之后报社的记者会把整理好的稿件
交给编辑，由他们仔细审阅，找错并修改。改
好后便可以排版、签大样了。你们可不要小
瞧了大样，因为只有经过严格的校对，才可以
送到印刷厂，经过印刷和发行，报纸就到了千
千万万的读者手中了。

这下我明白了，经历如此之多的环节，又
有那么多叔叔阿姨付出辛勤劳动后，才有了

我们手中的报纸，这一点也不亚于钢铁的“炼
成”啊！最让我感动的是叔叔阿姨对每篇文
章都要校对三到五遍才能送去印刷，保证我
们每天看到的报纸正确无误，这其中凝聚了
他们多少心血啊！

后来，叔叔又带我们去了社史陈列馆，从
老式照相机到老式记者证，从郑州日报发表的
第一篇文章到数也数不清的奖杯……最令我
震撼的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郑
州日报”，看着这个报头，我真为自己是一名郑
州日报的小记者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这次去郑州日报社参观收获很多，我一
定会更加努力学习，从一名“小记者”成长为
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大记者”！

金水实验小学校园记者 龚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