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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最近，钱江晚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小读者来信，写信的是

杭州余杭区塘栖镇第一小学六（1）班的学生。

小学生们在信中说，他们小组正在开展一个“藏粮于民”

的学习项目，在小调查中发现，现在关心“粮食新闻”的人越来

越少了，希望这个话题能被社会重视。

收到这封信，编辑部立刻给这群学生写了回信，为他们的

学习调研精神点了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还十分好奇，前往学

校访问了这群可爱的孩子。

余杭塘栖一小一群小学生给钱江晚报写了一封信，连续发问——

为什么关心粮食的人越来越少
为什么人们肆无忌惮浪费粮食
记者回信并探访这群可爱的孩子，给他们的研究精神一个大大的赞

本报记者 梁建伟 本报通讯员 陈宏程

小学生给本报编辑部来信
粮食新闻为什么这么少

“叔叔阿姨们，粮食乃立国之本，自古以

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可是，如今关

心粮食的人越来越少，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与

粮食相比不那么重要的地方了⋯⋯殊不知，

粮食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多么

重要。江山社稷，这里的‘江山’不必我多说，

那这个‘社’和‘稷’，代表什么呢？它们恰恰

代表‘土地’和‘粮食’，足见粮食的重要性

了。”

这封信的执笔人叫宋柳依，她代表塘栖

一小六（1）班“藏粮于民”学习小组的小伙伴

朱靖瑄、丁晨涛、沈斯涵、戴佳怡、张可蒙、姚

瑶，给钱江晚报编辑部写了这封信。

在信中，宋柳依向钱江晚报诉说了学校

组织的一场以“粮食”为主题的项目学习，她

所在的小组通过调查研究后发现，粮食新闻

没有得到媒体广泛报道。

宋柳依说，他们小组关注了很多媒体近

两个月里对金融、体育、娱乐和农业领域的报

道，发现其中关于粮食的新闻数量最少。

他们还发现，金融、体育、娱乐在很多媒

体上都有专栏，但是农业专栏却极少。为什

么媒体对农业的报道这么少，是不是因为现

在的人们都不关注农业和粮食了呢？

想到这一问题，他们到大街上随机寻找

路人访问，结果佐证了他们的这一发现。

“除了做食品生意的商人以外，我们几乎

找不到关注粮食的人，或许因为大家觉得现

在粮食供应充足，都说物以稀为贵，粮食多了

似乎就不再珍贵了。”宋柳依说。

经过一番调查，宋柳依和同学们得出一

个结论——在大家眼中，粮食遍地都是，没什

么大不了的，即使报纸上报道了，也不会有人

花时间看，因此媒体的报道也就少了。

宋柳依在信中说，钱江晚报在老百姓中

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传播力，希望从报纸上看

到更多关于粮食的报道，引导大家关心粮食。

全班学生连发7问
为何有那么多人浪费粮食

塘栖镇一小的校长郑晓娟对钱报记者解

释说，学校正在开展一项项目制学习，今年以

古仓博物馆为载体，开展了“民以食为天”的

调研。

“六（1）班这个班级以小组的方式经过

一个月的调研，一共提出了7个问题，并通过

调查、访问等形式，形成了自己的调查报告。

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郑校长说。

学生谢思颖所在的小组，在这次项目制

学习中选择了“为什么有人肆无忌惮地浪费

粮食”为主题。

除了街头随机访问外，她们小组重点观

察了校园中学生的浪费情况。

“学校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不能浪费粮食，

但是每天吃完饭去放餐具时，都会看到装剩

饭菜的桶都要满出来了。”谢思颖说。

针对这一现象，她们小组调查了学校

1～6年级学生的剩饭情况。他们发现，1～3

年级剩饭现象最严重，几乎所有学生都存在

剩饭现象；4 年级剩饭与不剩饭的学生数目

相当；5～6年级只有少量的学生会剩饭。

她们询问了那些剩饭的学生，剩饭的原

因有两个：一是不好吃，二是吃不下。

“1～3 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比较小，所

以饭量也小，但是打饭阿姨打的每一份饭菜

分量却是相同的，导致很多学生吃不完。”谢

思颖说。

她们小组建议，学校食堂要根据学生的

年龄来打饭，这样可以避免很大一部分粮食

浪费。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钱报为这些认真的小学生点赞

宋柳依告诉钱报记者，物质越丰富，家庭

条件越来越好，越会加剧粮食浪费。

“每次出去吃饭，弟弟妹妹总是这也要那

也要，我觉得他们点得太多肯定吃不完，但是

大人们总是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想要什么

就点什么。”宋柳依说。

还有就是要面子，特别是请客吃饭，点少

了觉得没面子，所以一桌饭菜吃到最后，总会

剩下很多。宋柳依说，现在提倡光盘行动，但

很多人做不到。

在调研中孩子们发现，从小缺乏劳动，缺

乏体验，会导致学生无法体会“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其实，这次的项目制学习只是学校的初

步尝试，我完全没想到孩子们会做得这么

好。”郑晓娟校长对钱报记者说。六（1）班的

学生们已经收到了钱报编辑部的回信，他们

都很兴奋。班主任给全班学生把信朗读了一

遍，并复印给了项目组的每位学生收藏。

钱报编辑部在给学生的回信中，非常认

同小学生们这项关于粮食问题调研报告的价

值，“为我们的国家有你们这样‘热爱国家、心

怀社稷’的好孩子而感到骄傲，为钱江晚报有

这样有思想的小读者感到欣慰。”

钱江晚报的办报宗旨是“心向读者、情系

万家”，报道与老百姓关心的新闻是我们的职

责。翻开报纸，如果把时间的维度拉长些，读

者们会发现，我们的记者采写过许多事关民

生的新闻报道，旱情、水患、菜篮子⋯⋯都和

粮食息息相关，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很欣赏你

们学习研究的态度，很期待你们对于‘粮食’

这个题目的调研结果。”钱报给小学生们的回

信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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