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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器“赛跑”
感知科技力量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欢
迎来到我的大田。大家猜猜这
里为什么叫大田呢？这么多的
大田，需要多久能种完呢？”在江
苏润果农场的大田里，魏巧和学
生们碰面后，学生们对着广袤的
田野和一排排整齐劳作的机器
充满了疑问，魏巧则用几个简单
的问题，循循善诱，让他们快速
理解什么是大田，认识各种农机

“新朋友”和它们的作用。
轮式和履带式拖拉机、旋耕

机、插秧机、高脚自走式植保机、
撒肥无人机、收割机，从耕田、播
种到植保，每一部农机都为大田
的耕、种、管、收献出自己的力
量。魏巧一一介绍，学生们也听
得相当认真。课堂结束后，他们
与刚刚“结识”的农机快乐玩耍，
在拖拉机的翻斗里玩捉迷藏、和
高脚机的轮子比身高、坐上高脚
机的驾驶舱做一次小小“新农
人”。

这次的学习和亲密接触，让
学生们对农业机械有了更深的了
解。来自镇江新区平昌小学四年
级一班的殷铭启告诉记者，他印
象最深刻的是发展迅速的拖拉
机：“以前我知道的拖拉机只有一
种大轮子的，现在我知道它们已
经发展到两种甚至更多种了。我
坐在拖拉机上面，感觉它非常大
而且很方便，我长大以后要制作
更多这样方便的农业机器！”

认识“新朋友”后，学生们又
在魏巧的指引下在田间搜索起

“黑科技”。在田野上灵活飞行
的植保无人机、通过物联网和监
控设施实现远程自动操作的智
能灌溉系统……这些全新的智
能科技，让大田的植保效率大大
提升。学生们面对这些“高智
商”的机械，也不甘示弱，和插秧
机玩起了“赛跑”，进行了一场插
秧比赛，他们卷起裤腿，走进农
田，踩着湿软的泥土进行了一次
种田体验。

“泥土黏黏的，又很凉快，好
像一进来就明白魏老师说的土
壤的肥力指的是什么了。”来自
句容实验小学的孙煜昕感慨道，

“不过实践之后就发现了插秧的
累，机器比我们快很多。”现代科
技的便捷、快速、精准，让学生们
纷纷称奇，深刻感受到科技农田
的力量所在。

和蜻蜓“玩耍”
体验生态魅力

微风拂过，芦苇轻摇，蛙声
一片。在句容天王镇戴庄白沙
村的生态农业园里，赵亚夫给学
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实践
课。沿着乡间小路一路走来，学
生们认真观察着田间的各种小
动物，滑翔过的漂亮小鸟、蜻蜓、
蝴蝶，田埂间跳跃的蚂蚱、青蛙，
民房墙壁上刻着的农事歌、二十
四节气歌，“原来这就是乡村生
活！”乡村的悠然自得、农田的茂
盛兴旺，让学生们乐趣十足。

“爷爷好！”学生们对着赵亚
夫异口同声地问好。赵亚夫也
在美丽的田园里，温柔地同学生
们一起回顾白沙村从贫穷走向
富裕的艰难历程。几十年前的
戴庄，还是一片荒山，到处都是
泥泞的土地。赵亚夫来到戴庄
后，从分析土质决定种植桃树，
到带领农民们一同打造戴庄品
牌，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引
导着大家振兴家乡、共同富裕。

如今的戴庄村，已经打造成
为更具教育意义的生态农业园
区，种植果树的同时，还养育家
禽家畜、种植粮食水稻，在适当
的区域范围内大力培养生物多
样性，水稻生长成熟后，大米作
为人的粮食、米糠稻草作为猪的
粮食，猪的排泄物则又能成为有
机肥料，供养田地。戴庄全村13
平方公里的小流域内，水田种植
有机水稻，岗坡地被改造为经济
林，已形成多层次的生态农业布
局。

学生们在当地农民的桃园
和葡萄园里，亲手摘下一颗颗象
征着希望的果实，深入了解生态
有机循环对现代农业的助力。
句容实验小学盛滢颖刚走进果
园就感受到了这里的“不一
般”：“进入果园的时候我们就
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还看到
鸡和地上很茂密的杂草，然后
老师告诉我们说，酸酸的是醋
糟，和鸡的粪便一样，都是可
以当做肥料的，地上的杂草也
是果树的养料。”

戴庄村的水田里，学生们也
在赵亚夫的带领下，一同体验了
一次“除害虫”。而这次除虫也
让他们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
识，学会区分不同虫子对农田的
作用。镇江新区平昌小学的张
艺馨说：“我学到了，有些虫子对

田里是有好处的，它们会吃害
虫，有些害虫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除掉。我的公公婆婆就是农民，
我觉得以后去他们家里的时候，
就可以帮他们捉害虫。”

向农田“学习”
实现乡村振兴

录制的最后一天，魏巧和赵
亚夫为学生们做了一次演讲，科
技大田的新农装备是如何一步
步运用起来的，传统的农耕文明
又是如何为现代农业打好基础、
做好辅助的，学生们开拓了视
野，和农田建立了联系，走在乡
村振兴路上的前辈们也能够将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下一
代。

赵亚夫说：“稻种文化是中
华农耕文明在江南的主体，我们
也希望趁这次中央电视台 《开
学第一课》 的机会，给小朋友
们介绍这方面的故事和理念，
把中华农耕文明一代一代地传
下去。”魏巧则向大家讲述了自
己和丈夫选择回到家乡，将论
文写在农田里、将科技送进田
间地头的故事，在孩子们心中埋
下一颗为家乡土地贡献力量的
种子。

这 5天与田野的亲密接触，
也让学生们对农业建设、强国复
兴的理解更深。句容实验小学
德育处副主任罗先云感慨道：

“这次为期 5 天的劳动体验，培
养了孩子们的劳动精神。体验
劳动的艰辛之后就能够更加珍
惜粮食、尊重劳动者，还能让孩
子们深切感受到科教兴国、科教
兴农的重要使命。”

镇江新区平昌小学副校长
谭秀文则介绍道，如今学校也开
辟了一个“小小农田”，鼓励学生
们自己培育、种植植物，现在这
片小小农田里已经长出成熟的
西红柿、辣椒。录制《开学第一
课》，和农业老前辈们的亲密接
触，让学生们看到一个更加新奇
的世界，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
为后续的劳动教育、强国教育打
好基础。

这节开在镇江的实景课堂，
让广大青少年认识农田、了解历
史，也让更多的学生在“行走的
课堂”上读懂中国历史、感知中
华文明、感悟科技强国。这节主
题鲜明、生动有趣的“第一课”，
也将成为青少年们开启新学期
的最美篇章。

与科技大田和生态农业的亲密接触
——央视《开学第一课》镇江录制侧记

交警学校车棚
“检查”头盔
为学生安全出行
做“体检”

本报讯（吴琳 翟进）8月
31日晚，省镇江中学晚自习
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进车
棚拿车时竟与交警小姐姐

“不期而遇”。正是开学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交通安全
宣传驿站开到了这里。

“同学你好，平时你是自
己骑车上下学吗？”“你是骑
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根
据规定，年满 16周岁方可骑
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此次
活动面向的正是高二、高三
适龄学生。交警们通过随访
方式并跟随骑行电动车的同
学准确了解其车辆型号、性
能，并检查其佩戴头盔的质
量情况，相当于为学生们的
安全出行做了一次“体检”。

据了解，今年7月1日起
实施头盔新国标，符合电动
自行车乘员头盔国家标准
的头盔外观上必须有明显
的天蓝色底纹和黑色字母B
的标识以及反光标识。交警
叮嘱每一位同学，“小小的
头盔，大大的安全”，当意外
和危险来临时，安全头盔是
挽救性命的“神器”。要树立

“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意
识，自觉抵制交通陋习，养
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新学期，市公安部门将
对全市中小学生骑乘电动自
行车交通安全进一步整治、规
范，并通过“警校家”联合模
式，上好交通安全的教育课、
班会课、家长会，不断提高学
生、家长的文明交通遵章率，
持续提升全市交通安全水平。

开学第一课
交警讲安全

本报讯（张进 於荣荣
张驰川）9 月 1 日下午，丹徒
交警部门来到丹徒区高资中
心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
交通安全进校园宣讲活动。

活动中，交警以“知危
险 会避险”为主题，通过交
通安全宣传幻灯片、播放典
型交通事故案例等形式，向
同学们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知识，以及如何安全乘车、
安全步行、安全骑车等内容，
重点强调了在马路上玩耍、随
意横穿马路等行为的危害性，
引导学生们自主辨别交通违
法行为，鼓励同学们从小养
成“讲文明，守交规”的良好
习惯，不断增强道路交通安
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争
当交通安全宣传员，把学到
的交通安全知识带回家，带
动身边的人一起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本报记者 吴韵晗 周迎

9月1日晚8时，以“强
国复兴有我”为主题的《开
学第一课》在央视开播，我
市农业专家赵亚夫、“新农
人”魏巧受邀出镜，为同学
们讲述农业故事，展示镇江
农业产业、农业科技工作者
和“新农人”风采。

《开学第一课》邀请赵
亚夫和魏巧录制是发生在7
月底的事。彼时，央视《开学
第一课》录制团队，将实景
课堂放在句容白沙村和镇
江新区的田间地头，特别邀
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
亚夫、江苏润果农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魏巧来到现场，以
奋斗者的第一视角，为来自
句容实验小学和镇江新区
平昌小学的学生们讲述新
时代奋斗故事。

听取现代化科技如何
助力农业，学习生态系统如
何帮助农业生产良性循环，
插秧、捉虫、摘果……5天的
录制里，孩子们和摄制团队

“打”成一片，向魏巧、赵亚
夫两位老师不断提问，还亲
身体验了科技大田和生态
农业的魅力，一节节只有在
田间才能习得的课程，让他
们的暑假更加充实而美好。
随着《开学第一课》的正式
播出，他们的所学所感所想
也将传递给更多的学生，鼓
舞广大青少年博学笃行，投
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
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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