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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节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回
到老家，正赶上奶奶收割了一些黄豆荚晒在
地上，奶奶说很快要下雨了，所以要趁那天太
阳好赶紧把豆子从豆荚里打出来，否则雨水
一泡，豆子都要坏掉了。于是我就和爸爸妈
妈一起拿着打豆子的“连杆”噼里啪啦地打起
豆子来，打豆子的过程中，我听奶奶讲了很多
关于豆子成熟过程的故事，知道了这些豆子
将来可能会变成我们平时炒菜用的油、喝的
豆浆、吃的豆腐等，大约打了10来分钟，我就

感觉自己累得不行了，脸也被太阳晒得通红
滚烫，手好像被工具震麻了似的。

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奶奶每次外出
吃饭都要打包、爸爸妈妈经常会在点菜时说

“点了就要吃掉”。因为每一粒粮食、每一滴
油都是人们这么辛苦地种出来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惜粮食、珍惜
来之不易的食物，作“光盘行动”的践行者！

（指导老师 俞文昭）

挑食的毛毛
积余实验学校三（7）班
锡报小记者 黄潘盼

小鸡毛毛长得可漂亮了，亮晶晶
的眼睛炯炯有神，一张尖尖的小嘴，一
身金灿灿的绒毛在黑夜里闪闪发亮。

毛毛长相可爱，性格活泼，大家都
喜欢和她玩。但是在家里，她却有个
坏毛病，她每次吃饭时总是挑三拣四，
把不喜欢的食物扔在地上，还用脚去
踩一踩，爸爸妈妈劝过她很多次，但她
就是不听。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很快到了冬
天。毛毛家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
毛毛一家只能向其他小动物借粮食来
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但是，毛毛还
是没有改掉这个坏毛病，小动物们都
不和她一起玩了，并偷偷地议论她：

“毛毛向我们借粮食，我们借给了她，
但是她却不爱惜我们辛辛苦苦贮存起
来的粮食，真是太可恶了。”这些话传
到了毛毛的耳朵里，毛毛羞愧难当，她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毛毛十分后悔，她终于明白了：要
珍惜每一颗粮食，争取次次光盘。

（指导老师 李秋）

我们家的光盘侠
积余实验学校七（8）班
锡报小记者 邓昀翀

太好了！今天我外婆过生日，
终于可以趁机出去吃一顿了！

一进饭店，我就迫不及待地翻
开菜单来，点了好几个我喜欢吃的
菜。不一会儿工夫，我最喜欢吃的
酸菜鱼就端上来了。我立刻抄起筷
子向滑嫩嫩的鱼片进攻，三下五除
二，不一会儿鱼片就少了大半。一
阵风卷残云后，我意犹未尽地看着
碗里剩下的其貌不扬的酸菜和粉
条，略感遗憾地咂了咂嘴。

这时外公笑眯眯地问我：“你喜
欢吃酸菜鱼就再吃点儿，盘子里还
有呢。”我心生疑惑：酸菜鱼早被捞
光了，外公想拿那些配菜做什么？
心中涌起一点“不祥”的预感。果不
其然，外公手持筷子和勺子，将里面
的粉条和酸菜全部捞进他的碗里，
大口地吃起来。我扭头偷偷地问妈
妈：“外公该不是《威尼斯商人》里面
的夏洛克转世吧？”

妈妈敲了敲我的脑袋说：“你们
现在学校里不是提倡光盘吗？老师
不是让你们要争做光盘侠吗？”我也
要努力，争取成为家里新一代的光
盘侠！ （指导老师 李刚）

爱惜粮食 我在行动
积余实验学校四（5）班 锡报小记者 张曦丹

“滴答、滴答”，夜深了，可我不知为何
辗转难眠。“要不先上个厕所吧？”

我起身路过客厅，“咦，大门的猫眼亮
着，谁忘了关走廊的灯？”我凑近一看，惊讶
地发现：门外排排坐了一堆堆垃圾袋，他们
正在开展一场讨论呢！

此刻，几十个米粒手拉着手，正搂成一
团抱头痛哭，其中一个伤心地哭诉着：“唉，
我家小祖宗明明零食吃多了，却假装说没
胃口，吃不下，竟然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倒
了。”

旁边，一颗菜心愤怒地紧握拳头：“我
家小主人也是！”他是如此激动，以至于掌

心都变成了墨绿色：“他太挑食了，每次饭
碗里只要有绿色的东西，他就会立刻皱起
眉大叫着‘我和绿色有仇’，然后把我们绿
色的素菜都扔出来。”

“是啊，是啊”胡萝卜和西兰花立刻附
和道：“我们是绿色环保食品，有着丰富的
维生素C，营养可好了，可小主人偏偏不待
见我们。”

“唉，我们家主人倒是挺喜欢我们的，
但是……”说话的是两片橙子姐妹花，她们
俩委屈巴拉地抹着眼泪，哭得腰都直不起
来了“我们刚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因为小主
人边吃边看书，把我们掉在了桌子上，然后

他就嫌我们脏，不要我们了！”
说到这里，一旁的草稿纸跳了出来：

“告诉你们哦，我家小主人今天下午参加了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的中队活动。以后，
你们的小主人，都会养成‘光盘’的习惯，以
后再也不会有食物被浪费啦。”

“真的吗？真的吗？”米粒、菜心、橙子
们不信地瞪大眼睛。“那当然，因为啊，我偷
看了我家小主人的日记草稿。”

听到这里，食物们纷纷破涕为笑。
“滴答、滴答”，夜深了，可我还是无法

入睡……
（指导老师 樊国燕）

光盘行动
积余实验学校四（4）班
锡报小记者 王彦钧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
人李绅的《悯农》几乎每个中国孩
子都背过。但对宴席后的剩余饭
菜，是打包还是倒掉成为一个考核
人品的选择题。打包，勤俭节约，
但怕被人说成吝啬小气；不打包，
挣了面子，但铺张浪费，还加大了
饭店处理厨余垃圾的工作量。孰
重孰轻，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上
饭店用餐，我们点餐要适量，吃不
完的打包带回家，用“光盘行动”来
践行节约粮食的壮举。

一点改变，让我们的餐桌不浪
费，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光盘行
动”，从你我做起！

（指导老师 缪毓宏）

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幸福，每天都能吃着
可口的饭菜，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可你知
道，还有很多山区、贫困地区是吃不饱饭的。
在我们校园里，有的同学胃口小，只吃一半就
扔了；有的同学觉得菜不好，只吃两口；有甚
至什么都没吃，直接放了饭盒……这种种难
道你们不觉得内疚吗？看到这些现象，我想
提个小建议，可以统计每个班级里男女生同
学的就餐人数，男同学的饭稍微多一些，女同

学的饭稍微少一些，或者在饭盒里只放菜，饭
让同学们自己来盛，吃多少盛多少，减少不必
要的浪费。要知道每节约一粒粮食，就能帮
助更多人！而这些都是我们举手之劳而已。

同时我也呼吁同学们，节约粮食，从自身
做起，从细微处做起，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到光
盘，让节约成为我们的习惯，让我们以节俭为
荣！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

（指导老师 樊国燕）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积余实验学校五（2）班 锡报小记者 钱进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积余实验学校五（4）班
锡报小记者 陈禹哲

你知道光盘是什么吗？光盘是一
种习惯；光盘是一种公益；光盘是一种
美德；光盘就是把自己盘子里的东西
吃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光盘行动已深深地融入我的生活
中了。记得一次过年，家里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妈妈准备了许多好吃的，有
香喷喷的大米饭，有绿油油的青菜，红
红彤彤的大虾……让人看了直流口
水。终于妈妈大喊“开饭啦！”大人们
都吃得津津有味，我狼吞虎咽。

过了一会儿，我不想吃了，擦擦
嘴，站起来。刚想去拿零食吃，却被爸
爸拉住了，爸爸说：“陈禹哲把饭吃
完。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我一脸不
耐烦的对爸爸说：“我不想吃了，我要
吃零食！”爸爸说：“不可以，你看看山
区的小朋友，他们有这可口的饭吃
吗？”说完爸爸就在百度上给我看了山
区的小朋友的照片，他们又黑又瘦，我
看见立马把饭吃完了。

（指导老师 王经宇）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师跟同学们讲：“今
天光盘的人可以奖励一张叶麦书签。”刚说
完，一位同学急匆匆站起来说：“老师，我光盘
了。”

这时，小明偷偷地把饭盒盖上，弯下腰，
蜷着腿，从后门溜了出去，望望四周，小心地
把饭盒放到饭箱里，又鬼鬼祟祟地跑回座位
坐下，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书。恰巧，送
餐阿姨来整理饭盒，发现了一盒没怎么动的
饭菜，就问老师：“是有人没吃饭吗？怎么多
出一份？”老师的眼睛像雷达一般扫过全班，
最终锁定在满脸通红、眼神躲闪的小明身

上。“小明，有什么想说的吗？”“不喜欢吃
……”小明支支吾吾地解释。

老师走到小明身边，轻轻地拍拍他，“你
知道这一盒被你扔掉的饭菜是怎么来的吗？
米饭是农民伯伯下种、育苗、插秧、管理收割
等一系列的流程种出稻子，加工成米，再由厨
师进行烹饪、分餐等，菜也是如此，最后由送
餐阿姨送到我们的手上，过程非常繁杂，可这
么多的工作就因为你的一个不喜欢而被抛弃
了。”小明听完挠挠头，羞愧地说：“老师，我知
道了，下次我再也不挑食了。”

（指导老师 李秋）

舌尖上的节约
积余实验学校三（7）班 锡报小记者 胡圣哲

我们班的光盘小能手
积余实验学校七（2）班
锡报小记者 王任飞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依次
排队拿饭盛汤。只见坐在我后面的张
津玮，他左手拿勺子喝汤，右手拿着个
鸡腿，一改平时的狼吞虎咽，一小口一
小口地撕着鸡腿，生怕一粒米饭掉到
地上而浪费了。

我回头看着盘中的红烧豆腐，皱
了皱眉头，小声嘟囔道：“哎，怎么周一
就吃这个啊！”但一想到班主任向我们
提出的倡议和那些吃不饱的人们，就
和米饭一样嚼了几次吞了下去，但我
细细品味之后，我才发现这菜也没那
么难吃了。

“我吃完啦！”张津玮用纸巾擦着
他那油乎乎的嘴巴，指着空碗笑嘻嘻
地对我说：“看到没，我吃完了，你也快
点吃别浪费哦！”说话的同时还对我眨
了一下眼睛。看到他吃完了，我也不
甘示弱，很快把菜吃完了，但还是剩了
一点饭。我们老师还帮光盘行动的同
学拍照留念，还表扬了这些同学。

节约美食，不仅仅是个人良好素
质的表现，更是一种美德的塑造。“光
盘行动”就在我们身边，如果你仔细观
察，一定会有所发现！让我们“光盘行
动”，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
共同创造美好未来，让那些吃不饱饭
的人们，能够吃得好！

（指导老师 仇程宇）

剩菜总动员
积余实验学校五（2）班 锡报小记者 刘沁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