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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体 会

12月7日，大理日报小记者工作团
组织小记者走进洱海月湿地公园，开
展“小手拉大手”——大理日报小记者
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主题系
列宣传活动，近60名小记者参加。

活动开始，小记者在洱海月湿地

公园修复工程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
观了解了洱海月湿地公园内的动植物
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作用，工作人员为
小记者讲解了洱海的历史、保护洱海
的措施及洱海月湿地提升改造的意义
等。活动还邀请了大理州融媒的记者

为小记者讲授如何撰写有关洱海保护
的文章。

活动最后，小记者还向行人发放
洱海保护倡议书（宣传册），用他们稚
嫩而坚定的声音宣传着洱海保护的相
关知识。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实地探访、亲
身体验、互动交流的方式，让小记者深
入了解洱海生态环境的现状、保护措
施及洱海保护治理的重要性，提升其
观察力、思考力及文字表达能力，同时
促进环保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大理日报小记者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主题系列宣传活动成功举行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参加过许多
次小记者活动了，而这一次走进洱海
月湿地公园，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一
次活动。

伴随着一缕缕晨光，我来到了洱
海月湿地公园。小记者依次签到合影
后，开始了这次精彩的活动。这次活
动我们的身份不仅仅是小记者，还是
洱海保护宣传员。

我们漫步在洱海边，一边欣赏美丽
的风景，一边听着工作人员讲解洱海保
护前后的变化。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
保护洱海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听了工

作人员的讲解后才明白，在这美丽洱海
的背后，是一位位为了保护洱海而奋斗
的守护者日复一日的工作成果。

听完讲解后，我们向来来往往的
行人与游客发放洱海保护倡议书，宣
传保护洱海的方法和重要性。在宣传
的同时，我们来到洱海边聆听罗老师
为我们讲授“写作小课堂”，他主要讲
了如何撰写有关洱海保护的文章。

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体会到了
保护洱海的艰辛，也更加关注洱海保
护这一话题，以后，我也要成为保护洱
海的一员。

保护洱海 人人有责
□ 下关二小 192班 李郑轩

12 月 7 日，我满怀热情地来到了洱
海月湿地公园，参加洱海保护主题活
动。小记者活动已经举行过很多次与
环保相关的活动了，可见环保在我们生
活中的重要性。

活动开始，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
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了解湿地公园
改造后的变化，让我们应用所学的环保
知识，向路过的游客们发放洱海保护倡
议书。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边走
边看，边听介绍。一路上，我感受到最
大的变化就是绿化景观的变化。精心
设计后的植被布局，搭配整齐的树木，

成片的草坪和鲜花，让我们眼前一亮，
走在公园里视线开阔了很多。除了绿
化景观以外，道路两旁还新增了很多石
桌、石凳和长椅，方便游客休憩。

活动中，我们沿路向游客发放洱海
保护倡议书。这个手册很有趣，用漫画
的形式展现了禁止在洱海边开展哪些
不文明活动等宣传内容，让收到倡议书
的大人或是小朋友都有兴趣阅读。

洱海月湿地公园的提升改造，不仅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舒服的活动场所，
同时还恢复了净化水质、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功能，真的太喜欢这个公园了！

走进洱海月湿地公园
□ 大理海东北附墨弦书院实验小学 实验20班 胡嘉珅

12月7日，我们小记者来到了洱海
月湿地公园参加洱海保护的主题活
动。一到公园，我就发现这里的景色比
以前更美了，除了视线开阔，还给人一
种很惬意的感觉。

活动开始，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
发放了一本讲述洱海保护的书籍与几
份洱海保护倡议书。我们今天不仅要
了解湿地公园提升改造后对环境保护
的作用，还要作为小小宣传员向游人
发放倡议书。一位参与洱海月湿地公
园改造工程的工作人员边走边向我们
介绍整个工程的改造内容，时不时还
会问我们是否记得公园以前的样子。
他带着我们来到了离洱海最近的步
道，沿途欣赏美景的时候，我留意到一
条干涸的河道，心中不禁疑惑，就向工
作人员提问，他解释道：“这是一个精
心设计的水循环系统，降雨时，雨水会

汇聚于此，随后缓缓渗透流入洱海。
在此过程中，不仅滋养了两边的花草
树木，还起到了过滤水质的作用。”听
完讲解，我由衷赞叹这一设计的精妙，
真是一举两得。

我们一边漫步，一边聆听工作人
员讲述公园的改造详情。不知不觉
间，便走到了一片铺满石子的海滩旁，
此 时 ，手 中 的 倡 议 书 有 了“用 武 之
地”。为了向过往游客宣传洱海保护
的知识，大家纷纷行动起来，仅仅半小
时，倡议书便分发一空。之后，我还从
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用于测量的 GPS
定位器，并知晓了其用途，这让我对公
园的改造建设在环保中起到的作用有
了更深的认识。

这次洱海月湿地公园之行，让我
在亲近自然美景的同时，增长了见识，
更深刻地认识到保护洱海的重要性。

洱海月湿地公园之行
□ 大理海东北附墨弦书院实验小学 实验13班 苏嘉懿

12月7日，我有幸参加了大理日报小记者走进洱海月湿地公园保护洱海
的主题活动，学到许多有关洱海保护的知识，心里可激动啦！工作人员给我
们讲解了洱海的历史、保护洱海的措施等，我用小本子认真记录下来。同时，
我们还向行人发放洱海保护倡议书，呼吁大家参与到保护洱海的行列中来。
今后，我会从自己做起，用实际行动参与洱海保护。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
力，洱海一定会越来越美。 大理市少艺校 78班 杨唯轩

12月7日，我参加了大理日报小记者开展的以洱海保护为主题的活动。
在洱海边，工作人员带着我们一边参观一边讲解保护洱海的重要性。我们还
向路人发放了洱海保护倡议书。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洱海是我国七大
淡水湖泊之一，也是云南第二大淡水湖，它使大理气候湿润、四季如春，也为
农业、工业以及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生命之源——水。因此，我们应从自身做
起，积极参与洱海保护。 下关八小 85班 霍浩然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参与了
大理日报小记者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
转型发展主题系列宣传活动。

活动中，我们向过往游客和周边居
民发放了洱海保护倡议书，倡议书上精
美的洱海照片与简练的文字并行，详细
介绍了洱海的历史、地理特征、生态价
值以及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

我有幸与一位长期居住在洱海
边的老渔民交流。他讲述了自己年
轻时见过的洱海的清澈与鱼虾的丰
富，以及如今水质变差、水生生物减
少的变化。他眼中闪烁着不舍与忧
虑，言语间透露出对这片土地深沉的
爱。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深刻认识
到，保护洱海不仅是为了那一抹蓝色
的美景，更是为了那些与洱海共生共

荣的生命，以及后代子孙能继续享受
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洱海，因其形似人耳而得名，它不
仅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更是多种
珍稀水生生物的栖息地。洱海的水质
优良，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
然净化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免于
污染。每一滴洱海水，都承载着维持
生态平衡的重任，而我们，正是那最直
接的影响者，无论是游客还是居民，每
一个小小的行为，都可能会对洱海的
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因此，宣传之外，更重要的是行
动。我们倡导游客在游览时，不乱扔
垃圾，不破坏植被；鼓励居民减少使用
含磷洗涤剂，合理排放生活污水，积极
参与到洱海保护中来。

积极参与洱海保护
□ 下关四小 242班 张文博

12月7日，伴随着冬日的暖阳，我来到了洱海月湿地公园，参加大理日报
小记者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主题系列宣传活动。此次活动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向过往行人发放“保护洱海、人人有责”洱海保护倡议书，同时向
他们介绍保护洱海的目的。我们还学习了有关洱海保护文章的写作方法，不
仅增强了保护洱海的意识，还提高了我的文字写作能力，我很高兴能参加这
样的活动。从今天起，我们要在实际行动中宣传洱海保护的理念，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洱海，争做洱海保护的“小卫士”。

大理海东北附墨弦书院实验小学 实验26班 赵沐林

12 月 7 日，我再一次来到了洱海月
湿地公园参加大理日报小记者活动。
我以前来过洱海月湿地公园很多次，这
次会有什么不同呢？带着满心的疑问，
我带着笔记本，跟着工作人员的脚步，
踏上了洱海月湿地公园的探秘之旅。

我们走在林荫小道上，工作人员给
我们介绍了洱海的历史和洱海月湿地
公园内进行的一系列修复工程。前段
时间，公园内进行的修复工程改善了湿
地的生态系统，是洱海保护的一项重要

举措。在听完讲解后，我们向游客发放
洱海保护倡议书，认真地向他们讲解关
于洱海保护的相关知识，希望更多的人
能认识到洱海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游客们纷纷夸赞我们是一群优秀
的小记者，我们开心地笑了。

通过今天的学习和自主实践活动，
我们向更多的游客宣传了洱海保护的
方法和措施，我也深刻体会到洱海保护
的重要性，能为保护大理的母亲湖贡献
一份力量，我感到十分骄傲。

守护大理母亲湖
□ 下关一小 182班 罗灿坤

大理州实验小学 192班 郭逍下关四小 243班 邓臻

下关四小 二（5）班 沈昊超下关一小 171班 张佳宜

下关一小 184班 安紫轩

下关一小 198班 成可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