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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学生奶”就是
在学校卖牛奶吗？

国家 “学生饮用奶
计划” 是提高整体学生健康水平的
一项国家级的营养干预计划。

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级政府都始
终关注该项计划的发展。 对生产企
业经过严格审核， 要求不得在包装
印有条形码；禁止在市场上销售；是

专供学校学生的一种产品。
“学生奶”的整个配送及推广始

终得到政府的监理和指导， 确保了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规范有序的
发展。

“学生奶” 严格执行 “安全、营
养、方便、价廉”的八字方针，在确保
牛奶安全与营养的同时， 其价格远
低于市场同类产品。 是政府给予孩

子的一种福利。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 ”我

国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也是一项
为了提高整个民族下一代身体体质
的营养干预计划， 社会各界都要行
动起来， 共同培养学生课间自觉饮
用“学生奶”的习惯。

蒙牛学生奶许昌推广服务中心

地址： 许昌市魏都区延安路北
段与北环路交叉口向南 400 米路
东。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问答

阅读滋养童心 书香陪伴成长
世界读书日，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心小学小记者走进襄城县图书馆

参加新闻培训
做合格小记者

4 月 23 日，“许昌晨报小记者新闻
知识培训” 走进襄城县清华园学校，报
社记者用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小游戏
为小记者们讲解新闻知识，带领小记者
们认识报纸、学写新闻。

活动中，小记者积极互动，踊跃发
言，通过有趣的小游戏，了解新闻的特
点，掌握新闻的写作技巧。

记者 任佳琼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嘉 文/图） “小萝
卜头的名字叫宋振中，他一岁的时候就
和妈妈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重庆
白公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仅
9 岁……”4 月 23 日， 襄城县图书馆的
少年儿童阅览区内，该馆馆长王淑珂正
满怀深情地向小记者们讲述革命故
事———《小萝卜头》。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 在这特
殊的日子里，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
中心小学的小记者们来到襄城县图书
馆，听革命故事，体验阅读乐趣。

为了开拓小记者视野，激发孩子们
阅读兴趣， 增进孩子对图书馆的了解，
许昌日报社组织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
回民中心小学小记者走进襄城县图书
馆，听革命故事、学习和了解现代化书
籍借阅系统。

当天，小记者们不仅了解了该图书
馆内的无障碍阅览区等多个特色服务
窗口， 还参观了图书馆设置的朗读亭、

亲子活动室等特色设施和场所，见识了
图书馆大量的藏书，真正体验到了在书

海中畅游的感觉。
活动快要结束时，在图书馆的少年

儿童阅览区内，王淑珂向小记者们讲述
了小萝卜头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深深地
打动了在座的小记者们，激动的掌声久
久不曾散去。

随后，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
心小学小记者工作负责人柳水渠向王
淑珂赠送了校外辅导员证书，邀请王淑
珂前往学校向小记者们讲述更多的革
命故事。

“王馆长讲得太好了，小萝卜头的故
事感动了我，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
学习，不辜负革命先辈的牺牲！ ”听了小
萝卜头的故事，小记者们非常激动。

“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小记者
们感受到了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先
进的服务设施、优雅的阅读环境，不仅
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还激发了他
们的阅读热情，有助于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王淑珂馆长成为
我们的校外辅导员，让学校的德育工作
更上一个台阶。 ”柳水渠说。

小记者们认真地听革命故事。

趣味实验进校园
科学知识伴成长
4 月 22 日，“许昌晨报小记者科普

教育公益行”活动走进长葛市后河镇中
心学校、 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小学，为
近 200 名小记者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科学实验课。

活动中， 小记者们认识了火碱、亚
甲基蓝、双氧水、酚酞等“新朋友”，了解
了它们的用处， 并在科普老师的指导
下，体验了“隔空变色”“摇晃变色”“变
色密信”“检测辣条”四个神奇的的小实
验，感受科学的奇妙。

记者 刘捷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培霞） 4 月
22 日， 市许州路小学小记者走进中
原农耕文化博物馆参观学习。

“欲知华夏农耕事，且看中原稼
穑图。 ”走进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的
迎宾厅， 一尊铁牛犁地的雕塑吸引
了小记者们的目光。 只见铁牛埋头
拉犁，农夫手持鞭子 ，扶犁在后 ，雕
塑惟妙惟肖，引得大家啧啧称赞。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 小记者们
详细了解了中原农耕的源流、 农耕
器具、粮食加工存储 、炊事饮食 、传
统习俗、休闲娱乐、乡村工匠 、农副
生产、 交通运输等中原农耕文化的
方方面面。 不同时期的农具，有着不
同的特征， 代表了各个时期的时代
特色。

参观完农耕馆， 小记者们又参
观了“脱贫谢党恩，小康忆农耕 ”系
列展板。

通过参观农耕博物馆， 小记者
们实地了解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发
展， 明白了那时劳动人民的衣食住
行， 懂得了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好好珍惜
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长大后
建设家乡， 为家乡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学习农耕文化
感受家乡历史
市许州路小学小记者

走进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