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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很兴奋，因为要去茶场采茶啦！我早早地醒来，
洗脸刷牙一气呵成，8点钟就来到了集合地点——东吴胜境
牌楼。等了一会儿，大巴车来了，我上了 1号车，坐在我旁边
的是个一年级的小妹妹，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还拍照留
念。不久，我们就来到了茶场。哇！放眼望去，茶场一片碧
绿，让人心旷神怡，隐隐还能闻到淡淡的茶香。老师给我们讲
解了茶的种类，镇江的特产茶。之后，我们开始了第一个环节
——破冰分组。我被分在了第一大组第三小组。

我最喜欢的是第二个环节——采茶。何老师教给我们一
个口诀叫“一旗一枪”，“枪”指的是还没有长成叶子的萌芽，

“旗”指的是刚长成叶子的嫩芽，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好茶，还教
我们采茶的方法。我们兴冲冲地去采摘，把采到的茶叶都交
给组长，每个组长的手里都有一个篓子用来收集组员们采来
的茶。同学们还不时地请教老师，大家都想知道自己对好茶
的分辨是否正确。即使天气很热，大家依旧兴致勃勃。我们
像一只只勤劳的小蜜蜂在翠绿的茶树间穿梭。我们不仅体验
了茶农的工作，还结识了很多好朋友。

茶叶采摘完毕，就到了第三个环节——观摩制茶过程。
我们来到了茶场的制茶车间，这里有许多制茶的设备。有些
是手工的，有些是机器的。老师按大组把采摘的茶叶放在一
起称重，看哪一大组采摘的最多。最终结果出来了，我们组采
了9两，第二组采了1斤1两，第三组和第四组各采了7两，第
五组也采了1斤1两。虽然我们组采得茶不是最多的，但是我
仍然很开心。

第四个环节是品新茶和吃茶叶蛋。我喝了一口茶，仔细
地品味着，有一阵淡淡的清香，接着又去品尝了茶叶蛋的味
道，一口咬下去，蛋黄细腻，夹杂着茶香味，真是太好吃了！

品尝完茶叶蛋后就到了自由活动时间了，有的小朋友看
机器制茶，有的小朋友看人工制茶，还有的用剩下的茶叶堆

“茶”堡。快乐时光总是短暂，活动结束要返程了，我依依不舍
地离开了茶场。回到了集合地点，我快乐地奔向妈妈的怀抱，
心里美滋滋的，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啊！

（指导教师 曹彧）

体验小“茶农”
——五峰茶场采茶记

中山路小学二（9）班 尹芃羽

四月正是采茶的好时节，我们跟随镇江日报社的老师们
来到了五峰茶场。

走进茶园，只见起起伏伏的山坡上，一行行翠绿的茶树正
恣意地享受着阳光，十分养眼！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鸟儿的
歌声分外好听，风车高高细细的、忽快忽慢的，交织成一幅美
丽和谐的画！

我们进行了分组采茶活动，体会到茶叶的来之不易。比
如，摘茶叶的动作应该是“提”，而不是“掐”；选摘的叶应该是

“一旗一枪”，而不是“尽挑大的”。一组人忙了半天，才采到了
9 两新鲜嫩叶。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仍然充满了收获的喜
悦！

正如习爷爷说的“劳动会让人快乐”。在茶园里，我们不
仅自己参与了劳动，也看见了茶场工人们的辛苦和勤劳。因
此，饮用茶水时，我们也应该有一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的感情。

比赛了采茶，又参观了手工炒茶，最后我们喝着茶水、吃
着茶叶蛋，心满意足地享受着这份美好，把对春天的记忆写进
了茶香里。 （指导老师 许月霞）

采茶
中山路小学二（11）班 毕志桉

今天，镇江日报小记者中心组织了一场难忘
的活动，去五峰茶场采茶。

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兴冲冲来到了出行
地点。到了集合点，我看到了好多和我一样不同
学校的小记者。我们上了大巴，很快就到了茶
场。

放眼望去，茶场上大片大片绿色的茶树像给
山坡上铺上碧绿的地毯。带队的何老师和我们
讲了采茶的方法，我们五人一组，开始了采茶竞
赛。我们小组一边走，一边轻轻将碧绿的嫩芽摘
下，不一会儿，茶篓已经被我们铺上了厚厚的一
层。比赛结束，我们这组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
绩。晌午，我们又品尝了香喷喷的茶叶蛋，喝了
清香的绿茶，缓解了一上午采茶的疲劳。

半天的采茶活动很快就结束了，这次活动让
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乐趣，留下春日美好的记
忆。 （指导老师 许月霞）

我们一起去采茶
中山路小学二（11）班 杨轶智

周日上午，我们小记者一行人来到五峰茶场参
加采茶活动。

一下车，带队老师把我们分了组，我们立即开
始采茶比赛。我们以光速冲向茶园。满山的茶树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种在平地上，而是种在高出
地面的丘陵上。而且远远望去，茶树一垄一垄，层
层叠叠。茶树种的位置似乎并不高，实际上还真不
怎么好爬，有些陡，而且太阳一直还暴晒，热得很，
我们走得气喘吁吁。讲解员说。茶树喜阳不喜阴，
喜干不喜湿，必须种在丘陵地带的向阳处。好吧，
只能尽力往上爬了。

终于到了采摘处，我们组拎上茶篓，立刻大把
大把薅起了茶树叶子。突然听到讲解员说，同学
们，只有茶树的嫩芽才能摘下来制成茶叶，老叶子
是不行的。我们恍然大悟，赶紧把老叶挑出来重新
采摘。

我摘下一片嫩芽，发现它上面长着密密的白色
绒毛，摸上去非常柔软，亮绿颜色在阳光照耀下特
别好看，凑近闻了一下，有一股清香，难怪古人说：

“一盏香茶，一身清气”。我似乎有点懂了。听讲解
员说只有这样的嫩芽才能制成好茶叶。

过了一会儿，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茶叶好
少啊，原来前面的人已经把嫩芽摘光了。我们打算
再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他们漏摘的。果然，在我们
地毯式的搜索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多嫩芽成功
被我们找出来了。看着茶篓里堆得冒尖的茶叶，我
们心里乐开了花。“一芽一叶一抹香，四人一篓采茶
忙”。这就是茶园中的我们最好的写照。

采完茶叶，我们品茶、吃茶叶蛋。茶水好喝，茶
叶蛋好吃，但是采茶真不容易。虽然采茶让我们腰
酸背疼，汗流浃背，但心里却像灌了蜜一样甜，因为
这样的劳动体验让我快乐。 （指导老师 朱春蓉）

春光不负采茶人
京口实小四（2）班 贡君涵

“采茶溪路好，花影半浮沉”。最近，我作为
小记者去五峰茶场采茶，领略了“茶”独特的魅
力。

踏进茶园，一股独特的茶香便迎面向我扑
来。茶香清新好闻，有一种淡雅而不俗气的香
味。放眼茶园，便只看到一片绿，漫山遍野的
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茶叫做“乌牛早”，
然后又为我们细细讲解了如何采茶：按照“一叶
一茶”的标准采茶，叶子不能太老，必须是嫩嫩的
新叶子。随后我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组一个篓
子，开始自由采茶。茶叶一垄一垄排列有序，两
垄之间隔着一条小道。工人们在茶田里挥手，脸
上是质朴的笑容，欢迎着我们的到来。我对着茶
叶定睛看去：茶叶长得密密麻麻，叶片有大有小，
几乎每一片细小的叶子中间都有一株嫩芽，像是
缩小版的豌豆荚。我回想了一下老师讲的采茶
方法，认真采了起来。我把大拇指和食指的指腹
轻轻放到嫩芽的茎上，一用力就把嫩芽揪了下
来，然后放进了竹篓里。

采完茶后，我们又去制茶的车间参观了制茶
的过程。那里有一排工人在制茶：一个老爷爷正
在一个大大的竹筐里挑选茶叶，挑出不能用的叶
子；两个老奶奶正在一口大锅里炒制茶叶，用手
不停抓拌着茶叶，不时洒上一些白花花的茶油。
奶奶告诉我们茶油可以防止烫伤，也可以使茶叶
的香味更加浓郁。老师还给每人分发一个茶叶
蛋和一杯茶。不知道为何，我觉得这里的茶叶蛋
好像比家里的更加美味。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
想法：是不是经过这些茶香的熏陶，茶叶蛋就会
变得更好吃一些呢？

踏上回程的大巴车，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
个五峰茶场的茶包。回到家里，我用这个茶包泡
了杯茶，真好喝啊，不是过度的甜腻，也不是淡到
无味，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茶香。我不禁感叹：
这正是茶独特的魅力，是别的东西模仿不来的。
茶道，不愧为中国国粹!

茶之样貌，不张扬，不庸俗；茶之香气，清香怡
人；茶之文化，源远流长。去五峰茶场采茶，我学
到了很多关于茶叶的知识和文化，真是有趣又快
乐的一天。我期盼着再次去五峰茶场采茶！

五峰茶场采茶记趣
恒顺实验小学五（三）班 关雨晴

一大早，我们小记者迫不及待上了大巴车，前
往今天活动的目的地。一路上，我看到窗外美丽的
风景，幻想着更加美丽的茶园，对今天的采茶活动
充满了期待。

到了茶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茶
田。众多茶树长在山上，到了才发现，有的比我肩
膀还高，有的只到我的腰间。我问了茶园的阿姨，
她告诉我，茶树有不同的品种，有高有矮，有胖有
瘦，看来茶的学问还真不少呢。

接下来，进入采茶环节。老师将我们分了组，
每个组发了一个篓子，并嘱咐说：“采茶要摘一芽一
叶的嫩芽，大家把嫩芽收集到篓子里，最后看哪个
组采的最多，就能获得第一名！”我仔细观察身边的
茶树，有的茶叶是绿色的，有的是黄色的，还有的是
深绿色的。这时我想起老师的话，认真挑选嫩绿色
的叶芽，小心翼翼地用手将叶芽折断，然后放进篓
子里。高的茶树，我要踮脚去摘，矮的茶树，需要弯
腰去捡。这一上一下、一来一回，挺费力气。不一
会儿汗珠就从我的脸颊滴了下来，采茶真是件费时
费力的活呀。

到了称重环节，虽然我们组只采了九两多的茶
叶，但是老师说我们采得都是嫩芽，茶叶质量是最
高的，我和小伙伴们都开心得笑了。

看着阿姨将我们采摘的茶叶放到锅里翻炒，过
了好一会儿，饱满的嫩芽变成成品茶叶，叶子卷起
来了，颜色变得更绿了。我将炒好的茶叶装进袋子
里，好好保存，因为我觉得：采茶看似简单的事情，
需要很多人辛勤的付出，最终才得到这么一点儿茶
叶，我一定要尊重劳动的成果。

（指导老师 许月霞）

采茶叶
中山路小学二（11）班 臧梓韵

《五峰茶场采茶》恒顺实小五（1）班 步欣瑶

《采茶》 中山路小学二（11）班 杨轶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