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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
节约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也是
社会新风尚。10月17日，晨报
小记者团来到淄博东郊国家粮
食储备库进行参观采访，探索粮
食的秘密。

我刚到达活动地点没一会
儿，老师就把我们集合起来，分
成男女两队。我们女生一队，戴
好安全帽，小心翼翼地走上很高
的户外楼梯，穿上一次性卫生鞋
套，开始了小麦粮仓的参观之
旅。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充当
了我们的讲解员，她告诉我们，
脚下的小麦一共有2250吨，高
5.04米，被蓝色木板分隔开，就
像一块块田似的；小麦里插着的

钻孔蓝色木棒，叫做诱虫器，是
用来引虫杀虫的；墙上有个像风
扇一样旋转的逐流风机，是给仓
位通风的；在墙上隔一段距离便
有感应线一直顺到5米深的粮食
底部，用来测量小麦温度。讲解
员说，粮仓温度在20°C左右，有
利于粮食贮存，才能保证安全健
康食用。讲解员讲得详细，我们
听得入迷并认真记录。

参观完小麦粮仓，在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应急物
资储备库。迈过一个很高的防
鼠板进入里面，我便吃了一惊：
各种防火、防汛、防震、防疫等应
急物资，一箱箱摞成摞，一捆捆
堆成堆，应有尽有，看得我眼花
缭乱。

接下来，工作人员又带领我
们参观了四个又高又大的油罐，
一个容量500吨，全部是压榨一
级食用花生油。四个油罐相连，
其中一个是空罐，用来定期周转
流动，以保证我们食用时健康
安全。

每一份物资都来之不易，每
一粒米、每一滴油都凝聚着工作
人员的智慧和辛苦，那是国家给
予我们的保护与关爱。

最后，我们在一个号召节粮
的条幅上签名时，我一笔一画、
认认真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
立志要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争
做新时代、新风尚，勤俭节约好
少年！

民以食为天。粮食与每个
人息息相关。为了迎接世界粮
食日，10月17日，我跟随晨报小
记者团来到淄博东郊国家粮食
储备库进行参观。在去参加活
动的路上很多疑问萦绕在我脑
中：粮仓是什么样子的？里面都
装着什么粮食？这些粮食什么
时候用……很期待快点到达活
动现场。

来到活动现场，映入眼帘的
是一排排整齐的两层楼高的建
筑。我们来到了第12号粮仓，这
个仓长27.23米，宽20.6米，高
5.04米。我们戴好口罩和安全
帽，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保护下爬
梯子来到了粮仓内部。里面装
的都是小麦，连我走路的绿板下
面也是小麦。为了安全储存粮

食，仓库内部的温度终年要控制
在17-24℃，湿度要控制在15%
以下，这样才能保证粮食处在干
燥通风的环境中。工作人员还
给我们介绍了小麦的五个等级，
一级小麦颗粒饱满，是最好的。
粮食最怕害虫，比如谷象、烟草
甲等，仓库里都有严格的防虫措
施。最有意思的是门口的地磅。
称重粮食时载着小麦的大卡车
直接开到地磅上，称好了再开下
来，地磅的误差是二十斤。今天
认识了地磅，我在想如果古代有
了地磅，曹冲就可以用它直接称
大象了。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物资储
备库，里面有抗疫物资和抗灾物
资，比如口罩、面罩、灭火器、防
灾床、防灾桌椅等等。最后，我

们参观了储油罐，一共有四个油
罐，三个是满的，一个是空的，共
储油1500吨。

这次活动我收获颇多，感谢
工作人员不仅热情接待我们，还
详细介绍了很多专业知识。看
着满满的粮仓，我思绪万千，“手
中有粮，心中不慌”。受新冠疫
情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
粮食署等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警
称，全球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数
量达到6.9亿。我们每天不为饥
饿担忧，不仅来自农民伯伯的辛
苦劳作，还有粮库叔叔阿姨兢兢
业业保卫粮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一
定要从自己做起，爱惜粮食节约
粮食。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年
级我们就学习了唐朝诗人李绅
的这首《悯农》，从诗里我学到粮
食来之不易，但是一直没有深刻
的体会。因为我们家里从来不
缺粮食，超市里也随时能买到粮
食。但自从我们小记者团参观
了粮食储备库，听了讲解员的讲
解后，我对粮食有了更深的体
会，感觉粮食与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我
们每个人都应当爱惜粮食。

11月17日，我们晨报小记
者团参观了淄博东郊国家粮食
储备库。刚到那儿，映入眼帘的
是数十栋又高又大的仓库，在简
单了解粮食储备后，我们穿上鞋
套进入粮食储备库的内部。刚

一进去，我就目瞪口呆了，因为
储备库里全都是粮食，就如同粮
食的天下。据工作人员介绍，粮
食储备库共有30多个仓库，一共
是10万吨粮食。听到这个数目，
我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为什
么要存这么多粮食啊，我们市场
上的粮食不是够我们吃的么？
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国家的粮食
储备库，平时是不使用的，它主
要为了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
下，市场粮食短缺时保障粮食供
应。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国家要保障老百姓在任何情况
下都能吃上饭。

在粮仓内我发现一些蓝色
的小管子，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些管子是诱虫器，只要虫子
爬进这些小孔里，就永远别想出

来了。”工作人员还介绍了小麦
的检测流程，小麦是需要通过检
测才能入仓的，而且保管不好的
小麦会出现虫蚀粒、赤霉病粒、
生芽粒等。我想到农民伯伯种
植粮食和收获的艰辛，又看到存
储粮食的不易，这让我很感动，
我们吃的粮食当真是来之不易
呀，每一颗每一粒我们都应该
珍惜。

返回的途中我久久不能平
静，那么多的粮食让我震撼，粮
食严格的保管过程也让我惊叹。
我在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曾浪
费过粮食，但哪怕一粒粮食，都
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我
想说珍惜粮食，节约粮食，从我
做起，从今天开始，从一粒米
做起！

一听到“垃圾”两个字，大
家都恨不得退避三舍，有的人
说垃圾是破坏环境的“熊孩
子”；有人说垃圾是危害人类健
康的“毒药”；还有的人说垃圾
是毫无用处的“破烂”。而我可
不是这样认为，只要你为垃圾
找对了家，垃圾也会给我们带
来许多好处。

未被污染的包装纸、办公
用纸可以再加工成纸箱、纸盒
等；易拉罐、铁皮盒可以变成钢
材等；甚至有机垃圾还可以发酵
成为农田里的有机肥料，变成庄
稼的“大餐”！如果想变废为宝，
就需要我们帮垃圾找到他们指
定的“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
要学会如何将垃圾分类。

那么得如何分类呢？垃
圾分类分为四种，分别用四种
颜色表示，可回收垃圾是蓝色，
厨余垃圾是绿色，还有红色的
有害垃圾和灰色的其他垃圾。
可回收垃圾意思就是可以回收
利用，如报纸、塑料、玻璃等；厨
余垃圾就是过期的食品、果蔬
等；有害垃圾就是对我们有害
的垃圾如电池、杀虫剂、过期药
品等；其他垃圾就是我们的破
衣服、破棉被等。

突然发现垃圾分类并不
难，既然我们举手之劳就能带
来那么多好处，那么为了我们
的美好环境，为了资源得到最
大利用，同学们赶紧行动起来
吧，绿色环保，需要你我！

“淄博高新区平均每天产
生的垃圾是165吨，一年就是
60225吨。”这是我最近从淄博
高新区市政环卫部门得到的
数字，不说不知道，说出来吓
了一跳吧？为了让我们生活
的家园不受影响，环卫工人每
天都辛苦处理这些垃圾。但
小动物们就没有我们幸运了，
许多动物的家园被破坏，殃及
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原本健
壮的北极熊每天只能在散发
着恶臭的垃圾堆里觅食。

最近，老师一直在跟我们
讲垃圾分类，通过翻阅书籍，
我也了解到垃圾分类可以使
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减少三
分之二，有利于改善垃圾品
质，使得垃圾得以更好的无害

化处理。我们要做好垃圾分
类，也要减少垃圾产生。

其实，很多小垃圾也有大
用途。比如，爸爸喝过的茶叶
渣，晒干了做成茶叶枕头，可
以改善睡眠。妈妈用过的面
膜纸用来擦首饰、家具或者皮
鞋、皮包，不仅擦得亮还能留
下面膜纸的香气。用保鲜膜
的芯筒和洗干净的旧衣服、旧
窗帘或者是做衣服产生的布
头自制坐垫，既废物利用、省
钱还环保。不穿的背心、裤子
等把下摆缝起来，领口用衣架
撑起来，就变成了收纳袋，可
分门别类地放袜子、帽子等小
物件。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变
废为宝，减少垃圾，从我做起。

粮仓内是什么样子的？里
面的粮食是如何长期储存的？
10月17日，我们晨报小记者团
来到淄博东郊国家粮食储备
库，一起揭开粮仓的神秘面纱。

首先我们来到粮仓，工作
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主要存储
的是小麦。小麦运到这里，储
存一段时间后就会送去面粉厂
加工成面粉，最后再做成各种
食物。”听完介绍，大家戴好安
全帽，进粮仓参观。进仓前需
要爬一个很高的楼梯，刚站在
楼梯前我有点害怕，我在心里
默默地给自己加油。进仓后，
金灿灿的小麦带着扑鼻的麦香
让我感到震撼，工作人员介绍，
一个仓库有五米多深，小仓库

能储存二千二百多吨粮食，大
仓库能储存五六千吨粮食。

出了粮仓，我们来到了检
测站，每次小麦运进来后都要
先检测，再根据粮食的品质进
行分类存储。我们还认识了三
种不能吃的小麦：一是被虫子
吃过的小麦；二是变质的小麦，
会带有毒素；三是发芽的小麦，
这种小麦已经没有营养了。

最后，我们参观了应急物
资仓库和花生油储存罐，应急
物资仓库内存放了许多种类的
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通过这次参观，我们了解
粮食从耕种、收割到加工、储
存、运输，再走上我们餐桌的复
杂和艰辛。

走进粮食储备库
树立勤俭节约新风尚
晨报小记者、张店区潘南小学三年级5班 梁煦梓 指导老师 许谨

争当爱惜粮食小使者
晨报小记者、张店区凯瑞小学三年级3班 贾庆轩 指导老师 孙戈

参观粮食储备库有感
晨报小记者、张店区莲池学校四年级3班 任鹏文 指导老师 王翠萍

珍珍惜惜粮粮食食
从从我我做做起起
晨晨报报小小记记者者、、张张店店区区莲莲池池学学校校
三三年年级级33班班 赵赵芃芃喆喆
指指导导老老师师 吴吴香香玲玲

我帮垃圾找“家”
晨报小记者、张店区莲池学校四年级1班 张承潜
指导老师 张萌萌

小垃圾大用处
晨报小记者、淄博高新区实验小学二年级1班 周伊垚
指导老师 田雪

优秀习作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