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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湿地

探秘湿地，乐游古滇。在我翘首以盼中，终于盼
来了我们这次春晚小记者的活动——古滇湿地研学。

周六清晨，我穿好了小记者的马甲，带上记录本，
在妈妈的陪伴下，兴致勃勃驱车前往湿地公园。在集
中报道后，我们出发进行湿地观光，在导游叔叔的讲
解下，逐渐认识了什么是湿地以及湿地的作用。原来
湿地具有丰富的资源，被称为“地球之肾”，是动物和
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于气候也有巨大的调节功
能，还可以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资源。

我们漫步于环湖景观步道，只见湖水清澈，岸边
芦苇丛生，绿树枝繁叶茂，绿柳成行。这里没有喧嚣
和吵闹，停驻岸边的白鹤在悠闲地漫步，露出它们优
美的长颈。风吹草动，惊起苍鹭，展翅低飞，沿着水面
盘旋。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水鸟，正低头在水中觅食，
这里是它们的天堂。

湿地是那样的宁静，水天一色，野趣横生，自然和
谐。我们一定要保护生态湿地，保护湿地水源环境，
不乱丢垃圾和废物，不破坏湿地植物，不捕捉湿地鸟
类及鱼虾。为了湿地生存的动植物，也为了我们自
己，保护湿地，从我做起！

暑假来了，我盼望已久的小记者活动终于启
动。这次我们跟随老师来到了昆明市晋宁区晋
宁镇，探秘古滇湿地公园。

走进古滇湿地公园，树木郁郁葱葱，各色鲜
花繁盛似锦，让人眼前一亮。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沿着美丽的湖滨林带我们一路向前，移步换
景，湿地里一百多种植物相映成趣，芦花轻舞、
鲜花伴闲居。看着近在咫尺的滇池，我想起

《大观楼长联》里写到的“四围香稻，万顷晴沙，
九夏芙蓉，三春杨柳”，这不正是湿地水乡风光
的真实写照么？

带领我们参观的老师，在湿地边停下脚步，
向我们提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湿地？
湿地有什么作用？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随后，
老师告诉了我们完整的答案：湿地被称为“地球
之肾”，是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重要的生态系
统，具有强大的生态净化作用。湿地的作用不止
如此，还具有旅游观光和为人类提供食物的作用
呢，水稻田就是湿地的一部分。

尽管湿地很美、作用很大，可是在人口增长
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加上过度的资源开发
和污染，湿地的面积开始缩小，湿地物种受到了
严重破坏。不过好在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
并在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古滇湿地就是环滇池
湿地生态圈建设中投入最大的项目之一，我希望
在湿地的保护下，滇池变得越来越美，我的家乡
昆明变得越来越美。

湿地公园，想必对大家而言都不陌生吧。它
是具有湿地保护与利用、科普教育、湿地研究、生
态观光、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的社会公益性生态
公园。它有着“地球之肾”的美名，是人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早就期待着能够一睹湿地公园的美景，这
天，我跟着春晚小记者们一起来到古滇湿地公
园，开启研学之旅。走进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
一下子扑面而来，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沿着小路
向前走，道路两旁各式各样的植物在微风中摇曳
着婀娜的身姿，一只只蝴蝶穿梭在花丛之间，好
不快活。湖面上波光粼粼，时不时飞过一只白
鹭，处处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让人不得不
赞叹这里环境的美好。

继续向前行进，由石板路走上一座小桥，抬
眼就能看见一大片水生植物，这就是湿地公园的
魅力所在，也是它独一无二的地方。这里的植物
各有特色，无论是形状、颜色还是功能与作用，都
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它们有的叶片纤
细，轻轻一摸，有一些细小的绒毛。最奇特的是
它的茎，不像以往所见的植物，而是呈三角形，真
是让我大开眼界呐；有的叶片又小又尖，结出的
果实像一根香肠，在风中摇曳着圆滚滚的身体，
活像一个可爱的娃娃……这里有富饶美丽的万
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湿地不仅是人们旅游休闲的好去处，还能为
我们的生活起到很大的帮助，像这样的一处“世
外桃源”，我们怎能忍心让它受到破环呢？从现
在开始，我们应该保护水源，避免让它受到污染；
我们应该保护动物，不让它们受到伤害……让我
们一起努力让这儿的环境变得更好。

孩子们，你们好！我叫湿地，和海洋、森林两位大哥共同守护着地球生态系统。虽然
我没有哥哥们那么魁梧健硕，但我和他们一样重要！不信，来来来，听听我的别名——

“地球之肾”，这可是地球最高级生命人类赋予我的响亮称号。我可不是浪得虚名，说给
你们听听喽……

我很漂亮，在古滇湿地公园，涟涟碧水是我的身体，轻舞芦花是我的衣裳，织锦彩云
是我的小帽，耳边流淌着虫鸣蛙叫、孩童嬉戏声。我有很多超能力，最大的本事就是净化
水质，当毒水“杀”到我家，我便迅速召集香蒲医生、芦苇护士，开启神秘宝盒，强制“排
毒”；当滔天洪水横冲直撞扑向人们时，我便施展“吸水”大法迎头猛击；当火辣辣的太阳
炙烤大地时，我便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当濒危的白鹳踉踉跄跄跌入我家时，我便为她准
备丰盛的晚餐和温暖的床铺。

曾经一段时间，我却变得很丑，“胳膊”被截断、“伙伴”被猎杀和捕捞，还总是被抹上
黑漆漆的油渍、罩上脏兮兮的塑料袋；我也会丧失超能力，不再是污水过滤器，不再是天
然蓄水池，更不再是鸟儿鱼儿的欢乐谷。还好人们很快就醒悟过来，开始为我把脉诊断，
并为我输血，以至一段时间后我还能造血，逐渐好转过来。

孩子们，我想一直漂漂亮亮的，更想一直拥有超能力。或许你们已经听懂我的意思，
也了解到我的小心愿了吧。行动起来吧，带领更多的人加入到湿地保卫战中。

爱护我，我便能更好地保护你们、保护地球！

“立了秋，凉飕飕。”春晚小记者们在时停时落的秋雨中，步入古滇精品
湿地公园，在廊桥花丛间欣赏滇池南岸这片湿地之美，在天文科学馆里搜
寻宇宙的奥秘，在高高的岩壁上奋力攀爬，激发勇气，战胜恐惧。

占地1100余亩的湿地公园，是滇池的天然生态屏障，这里是鸟儿的天堂，
鱼虾的乐园，水生植物的胜地。水凤仙把根和茎藏在水里，把嫩黄色的花蕊和
紫色的花瓣露出水面，用淡雅的清香诱来蜜蜂和蝴蝶的驻留，引得周围的芦苇
草不断地摇晃身体，发出羡慕的沙沙声。水蓼用许许多多的粉色小花装扮自
己，远远看去，就像一串串粉嫩的辣椒，在秋风中来回晃悠，仿佛在说：“我不仅
长得好看又特别，我的根还能做药哦！”坚硬高大的纸莎草矗立在浅水中，任由
大大小小的各色鱼儿在它身旁穿梭，如同卫兵一般保护着它们。

在这片湿地里，只要你细细地观察，还会发现肩头伸出一根根小蜡烛
似的水烛，像竹子一般的薏苡等非常奇特的水生植物，这些动植物组成了
一座改善滇池水质的天然净化工厂，弥补着许多年前人们污染滇池环境的
过失。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湿地，保护滇池吧，让清澈的湖水把我们的城市
点缀得更加美丽！

8月8日，我很幸运地参加了春晚小记者探秘湿地研学活动。活动那天，我和妈妈还有
同学、阿姨一起开车到达了位于滇池南岸的古滇湿地公园。公园内视野开阔，植被茂盛，错
落有致的仿古建筑与公园自然景观交相辉映，伴着滇池边飞翔嬉戏的水鸟，绘成了一幅野趣
横生、水天一色的天然画卷，我瞬间就被那广阔的天地和清新自然的空气给吸引住了！

根据活动安排，先是讲解员叔叔给我们讲解了湿地知识：湿地是指暂时或者长期覆盖
水深不超过2米的低地、土壤充水较多的草甸以及低潮时水深不过6米的沿海地区。我们
在公园里边走边看边学，看到了好多水生植物：荷花、睡莲、草芽、浮萍、水葫芦……讲解员
叔叔告诉我们，荷花、睡莲可以美化湿地，草芽可供人们食用，特别鲜嫩爽口，我还了解到
浮萍、水葫芦是可以喂猪的等等有趣的知识。

通过讲解，使我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湿地的知识。通过上网查询，我了解到地球有三大
生态系统，即森林、海洋、湿地。森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海洋被称为“地球之心”，湿地被
称为“地球之肾”。湿地之所以被称为“地球之肾”，是因为湿地有净化水质、净化空气、维
护生物多样性、调蓄洪水的功能。

湿地在生态系统中有那么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湿
地，保护好水源，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春晚小记者眼中的古滇湿地公园

天是那么蓝 水是那么清
植物的胜地 鸟儿的天堂

我爱古滇湿地公园

今天天气晴朗，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我和同
学们一起去古滇湿地公园游玩。

古滇湿地建有以滇池湿地风光为主景的生态
休闲度假区，同时还有以弘扬展示古滇文化、云南民
族文化、青铜工艺文化、山水生态文化、民俗演艺文
化、当代城市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为一体的相关设
施，被列为云南省十大历史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之首。

走进公园，一条平坦的大路映入眼帘，大路两
旁绿草如茵，姹紫嫣红的月季争相开放。放眼望
去，大路右侧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湖里，鱼儿们不停
地吐着泡泡游来游去，好像在说：“欢迎你们来古滇
湿地游玩。”

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古滇艺海码头，典型的
古滇“短脊长檐”式建筑，古朴、粗犷，与候船大厅相
映成趣。放眼望去，滇池水天一色，一艘艘大船停
靠湖畔，就像一位位内外兼修的古代佳人，美丽古
典，诗意浪漫，不知不觉沉醉其中，完全融化在了这
湖光山色里。

远处有一座假山，山上有一道雄伟壮观的大瀑
布，瀑布好像从天而降的银帘，又好似一条白龙，发
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如烟如雾的水丝飘在我的脸
上，凉丝丝的舒服极了。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
唐代李白的诗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
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休闲娱乐区，一大片
生机勃勃的狗尾草映入眼帘，它们随风飘荡，左右
摇摆，好像在和我们招手，微笑着说：“欢迎大家和
我做朋友，请不要随意弄疼我，请爱护我。”

我爱古滇湿地公园，这里的天是那么的蓝，水
是那么的绿，这里的景色真是如诗如画。

湿地水乡风光 古滇湿地

天然净化工厂

众所周知，古滇是云南的一个重要湿地，它孕育了许多植物。
那什么是湿地呢？大家会说，有水有土的地方就是湿地，空气清新的

地方就是湿地……大家说得都对。严格地说，湿地其实是水与土的环境综
合体。知道了湿地，又怎能不说一说它对人类伟大的贡献呢？湿地可以净
化一定范围内的空气与水质，同时还保持了生物多样性。它不仅是一个旅
游的好地方，还可以改善生活环境。

湿地里最常见的东西是植物，植物是人类生命的基础，对人类很重
要。湿地里的一部分植物在水里生长，叫做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又分为挺
水植物、漂浮植物及沉水植物。湿地常见的水生植物有埃及人用来写字的
纸莎草，与玉米同一个家族的薏苡，有“一百个孩子”的百子莲……

听到这里，有些同学可能会忍不住问，湿地为人类做了那么多的贡献，
为什么人类还要破坏它呢？答案只有四个字：为了生存。

长大后，我要当一名科学家，努力让湿地恢复它原来的容貌。同学们，
为了我们美好的家园，让我们一起保护湿地吧！好好珍惜它对我们的贡献。

游古滇名城

什么是湿地？湿地就是有草、有鸟、有鱼赖以生存的地方。那里碧水
蓝天，鸟儿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鱼儿在水中快乐地游着，是小动物们
快乐的天堂。对于以前的我来说，湿地是一个过于陌生的名词，和许多小
朋友一样，我对它并不了解！

8月8日，我和妈妈随着春晚小记者们乘车来到了滇池畔的古滇精品
湿地，体验了一次新颖的科普游玩活动。在阳光的沐浴下，我们走在小路
上，满眼都是湛蓝的天、洁白的云、青翠的树、五彩的花，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泛着几叶小舟。微风拂过脸庞，柔柔的，很清凉，耳边不时传来鸟儿们欢快
的叫声。经过讲解员叔叔耐心、详细的介绍，我知道了什么是湿地，云南的
湿地有哪些地方以及该如何保护湿地。

湿地是地球母亲留给我们的礼物，保护湿地，从我做起。爱护树木、不
浪费水资源，让生命的温床永远充满着缤纷美丽的色彩。

保护湿地 从我做起

湿地的小心愿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