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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的上午，阳光明媚，天空蓝得醉人，只淡淡地飘着几片
白云，“探秘湿地·乐游古滇”研学营的春晚小记者们来到了晋宁
古滇湿地公园。

走进公园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亭亭玉立的郁金香，有红的、黄
的、粉的，道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薰衣草、马鞭草和黄金菊，花鲜
艳欲滴，草绿油油的，树木高耸入云。大路旁有一条河，河上面有
一座木板桥，旁边有好多水生植物，有香蒲、艾草、睡莲、荷花等。
走在桥上，可以看到许多青苔，道路尽头就是滇池边了。

古滇湿地公园占地1100亩，是位于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
系统之间的过渡性地带，是滇池畔一系列湿地公园中最大的一块
生态湿地，是净化滇池成功的“修肺”代表。公园拥有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和特有性，恰好位于中国西部最大的候鸟迁徙通道上，发
挥着对入湖水质净化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育等生态屏障作用。
湿地覆盖地球表面仅有6%，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
存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因此享有“地球之肾”的美
誉。很多珍稀水禽的繁殖和迁徙都离不开湿地，因此湿地也被称
为“鸟类的乐园”。

老师带着我们沿着湖边边走边讲解，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

了湿地的组成和生态系统功能。同时，他还带我们认识了几种云
南的土著植物，有紫红的凤仙花，像一朵朵鸡冠；有绿色的纸莎
草，像一个个超级大的蒲公英；有粉白的薏苡花，花瓣和花骨朵一
串串的，像一个个浅粉色的小灯笼；还有站得笔直的香蒲，像一根
根挺立的蜡烛……在一座石桥上，老师停了下来，指着岸边说，这
一片湿地是最原始的样貌，我们要好好保护湿地，保护我们赖以
生存的地球！

我看着水里飘摇的藻类植物，随着水波一荡一荡的，它在静静
地生长，逐渐连成片，默默地净化着滇池的水质。远处水面上荡起
阵阵涟漪，原本急剧减少的滇池特有海产——小银鱼在自由地跳
舞，越来越多，成群成群地在湖里游来游去。更远处的树林里，许多
湿地动物们在搬家，动物们都开开心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丹顶鹤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找着食物，苍鹭低着头专注地看着水里有没有
小鱼可以让它们饱餐一顿，乌龟们懒洋洋地躺在枯木上晒太阳……
各种各样的鱼类、鸟类、昆虫、兽类，在湿地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生命在运动，地球在旋转，美丽的湿地让我们享受着大自然
的馈赠。我和爸爸妈妈在湿地公园的骑行道上，快乐地骑着我们
心爱的自行车，小鸟们在我们头顶唱歌，和我们一起嬉戏前行。

湿地，地球之肾，生命之源。它着一身绿衣，
为美丽的地球留住一片希望，地球上多样的湿地生
态，创造了不同形式却同样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
使人类文明生生不息。

8月8日，我们春晚小记者来到了古滇湿地公
园，该湿地公园是我国五彩缤纷、风情各异的七大
类代表性湿地之一。一走进湿地公园，一幅美丽的
画卷立刻扑到我的眼前：一条小河穿桥而过，水面
上映出了太阳的七彩光芒，微风轻轻吹过，像一双
温柔的小手抚摸着我们的脸颊；水面泛起了条条波
纹，波光粼粼，像在河中洒下了一把碎金。河的两
边长着高大挺拔的柳树，从远处看，好似一个个身
穿绿衣的小姑娘，正对着镜子梳妆打扮。在微风的
吹拂和小河的映衬下，柳树姑娘披散开它那迷人的
长发，显得十分妩媚动人。草丛中的小草多调皮
呀，从泥土中钻了出来，为了快点长大，贪婪地吮吸
着晶莹的甘露。喝饱了，小家伙们摆了摆强壮的身
子，可爱极了。定睛一看，小草的头上长出了各种

各样、五颜六色的花，它们争先恐后地展现自己的
美丽，还释放出沁人心脾的花香，蜜蜂、蝴蝶和游人
纷纷被吸引。

湿地是如此的美丽，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
口增长的压力，湿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近
年来，我国湖泊面积减少了130万公顷，每年约有
20个左右的湖泊消亡。在湿地面积减少的同时，
湿地泥沙淤积相当严重，河湖的污染也在加剧。

保护湿地已经刻不容缓。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要节约用水、循环用水，不随意浪费水资源；同
时，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避免有害垃圾乱扔乱放
污染环境；提倡绿色出行，用步行、骑行代替车辆出
行，减少有害气体排放；我们还可以去湿地公园当
小志愿者，种植小树小花，绿化湿地环境，向游客宣
传保护湿地的重要性，提醒游客不向湿地扔垃圾。

保护湿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积
极行动，为保护小动物们的家园共同努力，让生命
灿烂的火花在湿地尽情绽放、绵延不息。

地球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无私地哺育着我们
这些儿女。老师说：“湿地与森林、草原一样具有强
大的吸收、汇聚和储存二氧化碳的功能，是地球上
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集合抵御洪
水、调节径流、改善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和维
护区域生态平衡于一体的生态体系，是重要的生存
环境和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之一。”

对于以前的我来说，湿地是一个过于陌生的
名词。面对昆明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我不禁产生
了疑问：湿地在哪里呢？小记者们迈着轻快的脚
步、怀着无比愉快的心情，来到古滇湿地公园。这
一次的相遇，让我真正见识到了湿地的美丽。

这里是天然的鸟类栖息地，成千上万只鸟每
年从其他地方飞来过冬。附近没有工厂，也没有喧
嚣与吵闹。这里的湿地是那样的宁静，湖水是那样
的清澈，陆地上长着高大的芦苇，一群鸟儿都会在
这个鸟语花香的地方栖息着，这里就是它们的天

堂。翠绿的植被映衬着蓝天白云，犹如一幅美丽的
风景画。老师告诉我们：“生命在水中产生，在陆地
繁盛，在生命产生与繁盛的过程中，湿地是片温
床。假如地球少了湿地，生物的种类也就随之减
少。四季变化，时光流转，湿地，这生命的温床日益
变得充满生机与活力。”

假如有一天，我眼前的景象变成了另一番模
样——荒草丛生，工厂污水横流，湿地大片大片地消
失，动物无家可归，小鸟凄厉地划过天空，鱼儿浮在水
面，我想那样恐怖的画面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所以从
现在开始，尽己所能保护湿地，不要让眼前这美丽的画
面成为记忆中的一个片段，而是让它源远流长。

湿地是地球母亲留给我们的礼物，保护湿地就
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保护湿地是全人类的共同责
任。其实母亲的要求不高，只需要我们：不要往天空
吐烟、不要破坏植被、不要往河流里排放脏水，不要给
母亲增添麻烦，让生命的温床充满缤纷美丽的色彩。

滇池，是高原上的一颗明珠。我们从小生活在滇池边，她像母
亲一样哺育着我们。那么，你知道滇池除了碧波万顷的湖水，还有
什么吗？跟我一起去瞧瞧吧！

那天，我跟随春城晚报的老师们来到古滇湿地公园。湿地
公园就在滇池边，邻水而建。公园里有许多青翠欲滴的大树和
五颜六色的花海，风一吹，花海就掀起了阵阵波浪，红的、黄的、
蓝的……一层层向我扑来，真美丽！

根据老师的讲解，我得知古滇精品湿地公园拥有1100亩自然
生态，保留了许多原著植物。其中，以芦苇为代表的挺水植物和以
海菜为代表的漂水植物，在湿地公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我站在岸边，看着波澜壮阔的滇池，不禁想起了《大观楼长
联》里的诗词：“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
边……”

正当我陶醉于美景时，老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学们，
你们知道湿地除了美丽的风景，还有什么特点吗？”大家都疑惑不
解。老师给出了答案：“湿地是地球上的珍贵自然资源，具有净化水
和空气、调节气候的作用，是天然的调节器，被誉为地球之肺。但是，
现在天然湿地只占全球面积的7%，而且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所以
我们应该保护它。”听完老师的话，我意识到了湿地的重要性。

近年来，国家通过建立保护区、移植水生植物等，做了大量保
护湿地的工作。那么，作为小学生，应该怎样保护湿地呢？首先，
我们要做到不在湿地里乱扔垃圾、不破坏当地水生植物，并倡议大
家树立保护意识、不破坏湿地，通过共同努力，才能保住这个“地球
之肺”，造福自己。

今天，我参加了小记者活动，去探访古滇湿地。
签到后，我们先去了古滇·星旅客天文科技

馆，学习关于宇宙丰富多彩的知识。老师讲课娓
娓动听，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到与它同为七大
行星的其他星球，再讲到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接
下来又给我们普及了航天器、望远镜的知识。我
完全沉醉于这浩瀚的宇宙中，听得如梦如幻，如痴
如醉，久久没有回过神来，直到旁边的同学拍了拍
我的肩膀，我才清醒了几分。

午饭后，我们来到攀岩馆，这里有专门的教
练教我们攀岩的知识、要领及安全事项，所有人都
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想要学得好、爬得高，大显一

番身手！等我们体会完攀岩的乐趣，老师带我们
去画画。这要怎么画呢？且听我给你细细道来：
这是一张长二十多米的画布，二十多个小记者各
站一块地方，在古滇湿地沐浴着阳光，描绘着苍天
白云和碧波荡漾的滇池，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最后的项目，就是我们这次小记者活动的重中之
重——湿地之旅。老师带我们边走进湿地边给我
们普及路边动植物的科属、习性和作用，同学们围
着老师，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恨不得刨根问底。

这次的研学活动以“保护生态湿地从我做起”
为主题，开展科普知识讲解、趣味游戏，让我受益匪
浅，湿地的风光也令我心旷神怡。

整个8月，春城晚报携手古滇精品湿地举办“探秘湿地·乐游古滇”亲子嘉年华活动，以亲近自然、健康成长为活动宗旨，希望大
自然真正成为孩子们的老师。以绿叶为纸、池水为墨，描绘心中闪闪发光的梦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亲子嘉年华活动的举办，间
接促进本地消费旅游，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为云南省文旅复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次举办“探秘湿地·乐游古滇”亲子嘉年华的古滇精品湿地，是目前滇池畔独有的亲子科普互动型湿地。古滇精品湿地占地
1100余亩，倾情打造了“古滇大码头”“休闲科普区”“亲子互动区”及“樱花谷”四大主题区域。秉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亲子科普共
生共创的理念，全年推出“花鸟鱼虫”四季主题活动，致力于让孩子们在欣赏自然美景、开心玩乐的同时，学习到更多自然、湿地、天文
知识。古滇精品湿地内设有西南最大的游艺码头，特色画舫带全家人出海游湖，感受“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波澜壮阔。除此之
外，湿地更配备结合天文观测、星空博物科普与旅游为一体的古滇·星旅客天文科学馆，集拥有攀爬、滑步车、真人CS对抗等项目的
博塑八千集·古滇营地。

欢乐的古滇之行

周六早上，我和妈妈跟随春晚小记者们一起探秘湿地，乐游古
滇。“古滇湿地公园位于滇池南岸、长腰山西侧。公园视野开阔、植
被茂密，形成了立体的植物景观，这里风景优美……”一路上，妈妈
都在给我科普古滇湿地公园的文化美。

下车后，我们紧随带队老师步行前往湿地公园。远远望去，一
幢古香古色的建筑坐落在公园正中央，雄伟壮观，让人不禁想起古
滇国曾经的强盛与繁荣。公园门口有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鲜花，在
微风中露出可爱的笑脸，迎接我们的到来。进入公园，映入眼帘的
是一条长廊，它像一条巨龙横跨在湖面上，气势恢宏。而湖中的圆
形小岛上，成片的马鞭草盛开着紫色小花，阵阵花香，让人陶醉不
已。站在长廊一侧放眼望去，清澈平静的湖面上停泊着数只游
船。老师说这是画舫船，游客们可以乘着它游览滇池、欣赏湖光山
色，感受千帆点点的滇池风光。

走到长廊尽头，眼前是一条柏油马路，路的一侧是绿油油的水
杉像战士一样笔直地站在那里，柳树姐姐在风中摆弄着她的长辫
子，向我们展现着她最美的舞姿。路的另一侧是一片金黄的草地，
草地上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镜头拉近一看，小花上还挂着几滴晶
莹剔透的露珠，美得沁人心脾！这时，几只小鸟自由自在地从湖面
掠过，好像在说：“好美呀，好美呀！”欢快的鸟儿、娇艳的花朵、苍翠
的树木……把湿地公园点缀得更加迷人。

午餐过后，老师给我们讲解湿地，它能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
径流、改善水质、调节气候等等。保护湿地对维护生态平衡，改善
生态情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完，老
师提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去保护湿地呢？”我仔细想了想，认为我
们应该拒绝垃圾污染，做到污水不乱排乱放，低碳出行，人人都参
与进来，从我做起。

在一阵欢声笑语后，很快就到了和美丽的湿地说再见的时
候。我们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带走自己产生的垃圾，让湿地公园的
这份美好不受到伤害。游有所学，学有所获，我要执笔记录这次欢
乐的古滇之行。

樊思含
云师大附小金安校区五（4）班

保护湿地，从我做起

别给她增添麻烦

受益匪浅的一次研学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