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甘蔗砍运工作总结(大全7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写总结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甘蔗砍运工作总结篇一

在一个安静的`早上，我来到了，我妈妈的菜地里，看见了香
甜可口的甘蔗，他外表粗糙，身体弯曲，而且还很粗，但是
它吃起来甜极了。

甘蔗的叶子很长。这些甘蔗的叶子每一片大约有一米多长，
他最开始的十几厘米是嫩绿的，后来便变成了深绿色的了。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甘蔗的叶子会这么长呢？难道是怕别
人夺取了自己的养分？有的时候我还把甘蔗的叶子抢到了人
们的头发，看着像一个年轻的少女。

在甘蔗的旁边还有着一个用竹竿搭起来的架子，它的用处我
也不知道，我认为他大概是用来我等着扶正的吧！

甘蔗他的味道非常的甜，甜的让人停不住口。最近一直在吃
妈妈她培养的甘蔗，吃了一节还想再吃一节，因为它的味道
实在是太好吃了！估计呢，随便来一个人就可以把一根甘蔗
全部干光，如果是那样的，怎么把35个人，早就把咱们的这
个甘蔗一点渣都不剩了。

我喜欢甘蔗，因为它非常的可口，吃起来简直就是神仙都爱
吃，简直可以跟天上的仙桃来媲美，他虽然丑陋，但是他的
内部却很洁白，就像妈妈他所说的，不要只看外表，一个金
人会包着一层泥，一个泥人外面会包着一层金，所以我们要



看内在，不要只看外表。

这就是我喜欢的甘蔗。

甘蔗砍运工作总结篇二

我的家乡在温岭城北，我爱家乡的甘蔗，乡亲们也都亲切地
亲它为“红孩儿”。

每年立冬一过，正是甘蔗收获的季节。田间、埂头上的公路
边，随处可见的`是乡亲们在红绿相间的甘蔗园中忙碌，一片
丰收的喜悦的景象。家乡的甘蔗汁盛个儿大，非常畅销。你
瞧，不远处，一捆捆甘蔗正在装上汽车，运往祖国各地繁华
的都市呢！

听乡亲们介绍说，家乡的甘蔗的种类多，由于家乡的土质好，
种植的甘蔗清甜爽口，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糖分。尤其是
紫皮甘蔗，不仅肉质软，而且水分又多，咬一口真是甜水直
流，人见人爱。甘蔗既能除热生津，消痰止渴，又可补中益
气，助脾健脾，而且吃甘蔗的过程也是一次难得的洁齿过程，
能增进牙齿健康。

春天是种植甘蔗的好季节，种植甘蔗的时候，我们总是能见
到勤劳的蔗农忙碌的身影。他们忙着松土、挖沟，把一支支
快发芽的种甘蔗横躺在预先挖好的横沟里，等小绿芽慢慢地
从泥土里钻出来后，他们会不停地给甘蔗苗浇水、施肥、除
草、治虫，精心又呵护。

过一段时间，小苗渐渐长高了，慢慢地长成一节一节强壮的
甘蔗。随着天气的转热，乡亲们会把甘蔗节上的“长衣”小
心而又轻柔地脱下，让它们露出一节节苗条的身躯。微风拂
来，一根根甘蔗婷婷玉立，健壮的身子纹丝不动，甘蔗梢上
的片片长叶宛如少女那一条条绿色的长辫子，迎风不停地翩
翩起舞，还会发出沙沙的舞步声呢！



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也是甘蔗成熟的季节，更是勤劳
的蔗农们丰收的季节。每当放学路过甘蔗地，我们总是能听
到乡亲们爽朗的笑声，听得出来，那是蔗农们丰收的喜悦。

关于甘蔗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呢！相传三国魏文帝曹丕非常
爱吃甘蔗，他觉得甘蔗不仅能健身益寿，而且能醒脑清神，
荡开思路。每当他和臣下议事时，总爱手执一根甘蔗，边吃
边议。有时还会顺手拿一根甘蔗做手杖，竟到了不可一日无
此物的境地。早在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对甘蔗也是情有独钟，
他把甘蔗从梢头吃起，由梢入根的吃法，诗意地称之为“渐
入佳境”吃法，说这才是吃甘蔗的行家！

如今，甘蔗成了家乡农民致富的一种农作物，城北年年种植
甘蔗的乡亲越来越多。近年来由于引进良种，重视科学管理，
甘蔗越种越好，价格越卖越高，据说还有很多甘蔗通过了加
工保鲜还不断地打入超市呢，这样的收入就更可观了。

正如蔗农们常诵的那句劳动号子：甘蔗生长节节高，生活滋
味步步高。我想，正是因为有了勤劳的蔗农，正是因为有了
家乡的甜津津的甘蔗，才为家乡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这般无限
的甜蜜。

甘蔗砍运工作总结篇三

咔咔”阳光照耀在几根甘蔗上，妈妈带我来到了卖甘蔗的地
方。

那位伯伯站在门口，拉着嗓子大喊：“卖甘蔗喽！卖甘蔗喽！
新鲜的甘蔗嘞！十元一根！晚了就没了！”妈妈拉着我的手，
向卖甘蔗的地方走去。

伯伯见我们来了，马上停止叫卖，兴冲冲地朝我们这边走来。
他眼睛眯成一条缝，从嘴里挤出一丝笑容问：“请问买些什
么？”“看看”妈妈边回答边走着。伯伯马上收起了笑容，



眼睛睁地大大的看，看起来有些生气与不满。

接着他又走过去叫卖了。“老板，这根几元？”那老板像箭
一样冲上来，又摆出一副笑脸回答：“十元一根，新鲜的!”
妈妈想了想，说:“好吧！来一根!”

伯伯接过甘蔗，把刀一拿起，在甘蔗的皮边上飞快地舞动。
甘蔗皮如下雪般纷纷飞落。我顺手捡起一块甘蔗皮仔细往上
瞧了瞧，咦？，全是黑的，再看看甘蔗上，全是白的，毫无
一处黑迹。

伯伯知道我在看他便笑着问我：“小朋友，你在看什么
呀！”我便回答他：“伯伯，你的刀工好厉害呀！”伯伯笑
了笑，又取出一个袋子套住已削好的那一边又去削另一边。

削好后，他把甘蔗的一头放在刀下边，又见他抓住刀把，把
刀上上下下地切着，一点也不含糊。

他把切好后的甘蔗用袋子装好，双手递给我们。

至今，我还在想着，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厉害的刀工。

甘蔗砍运工作总结篇四

我的老家就是下沙，在没有开发之前这里是片大片的田野，
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农作物，我最喜欢的'是甘蔗，因为我最喜
欢吃甘蔗了。甘蔗有不同的种类，一种是红皮，另一种是青
皮，红皮甘蔗比较脆，青皮甘蔗比较硬。

春雨细得好像一条条丝，甘蔗贪婪地吮吸春雨，它们舒展着
身子，开始发芽拔节。渐渐的，就越长越高了。一阵风吹来，
她们的秀发就随着风飘起来，还发出“沙沙……”的声音，
好像在吹着动人的乐曲。



甘蔗需要人们的精心打理和呵护，记得有一次爷爷到甘蔗地
里发现“少女们”的头发有些已经枯黄了，爷爷说需要给她
们整理了，于是我和爷爷先分工，我剥一排，爷爷也剥一排。

爷爷说：“扬扬，剥的时候要把甘蔗枯黄的叶子剥掉，还要
小心，别刺着手！”我说：“知道了。”我弯着腰走进甘蔗
地里，先仔细地看了一下，然后开始一叶一叶地剥，剥了没
几株，我的手被甘蔗的刺刺痛了。我想：甘蔗啊，甘蔗，我
好心为你整理头发，可你却把我刺得那么痛！我大声地
喊：“爷爷，我的手被甘蔗的刺刺得好痛！”

爷爷说：“做事要有恒心，细心，不要怪这怪那。如果你不
想剥了，就先回家去休息吧！听了爷爷的话，再不骂无情的
甘蔗了，继续努力地剥。过了一会儿，这一排蓬乱的甘蔗，
终于被我剥得整整齐齐了。

这次，我虽然累得满头大汗，手被甘蔗的刺刺痛了，但是我
收获很大，因为我知道剥了枯叶的甘蔗，会长得更高，更甜。

到了十月底的时候，甘蔗就要拔了，拔甘蔗是一件快乐的事。

假日里，一家人聚集到甘蔗地里，拔甘蔗虽然很快乐，但也
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没有技巧休想把甘蔗拔下来，因为甘蔗
底下长了好多像“胡须”一样的根，牢牢的。起先我把衣袖
卷起来，拿出拔河的架势开始拔，把吃奶的力气也用上，结
果甘蔗没拔上来，我的人却四脚朝天倒在地上。

爷爷奶奶看到我此时的情景笑得人仰马翻。爷爷过来和我说：
“扬扬，拔甘蔗要有技巧，要把甘蔗周围的土摇松了，就好
拔了。于是我听了爷爷的话就像做广播操一样“左三圈，右
三圈”果然和爷爷所说的一样轻而易举地拔上来了。不一会
儿功夫，地里的甘蔗就都拔完了。

吃甘蔗是我最喜欢的了。



甘蔗不仅甜，营养丰富，还能使我们的牙齿更坚固。城里人
吃甘蔗很文气，喜欢把甘蔗削了，再切成一小截一小截来吃，
而我们老家人却不是这样的，直接把甘蔗一洗，连皮带肉的
啃。一口咬下去，那甜丝丝的味道滑过我的舌尖，流进我的
心田。不一会儿就把一根甘蔗消灭得干干净净。我喜欢吃甘
蔗，所以我的牙齿又白又坚固。

埋甘蔗更是一种乐趣。

冬天快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得把甘蔗全部拔起来，给它“入
土为安”，因为在地里埋过冬的甘蔗，会变得更甜更脆。埋
甘蔗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事，因为大人需要挖一个很大的
坑，然后再把甘蔗整理好埋下去。这时候我们小孩子就可以打
“地道游击战”了，每人拿着一根甘蔗就当是枪，“啪啪”，
打中了高呼万岁，那是一种令人特兴奋的游戏。直到大人呼
唤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看到每个小孩的脸上都像个小
花猫似的，大人们笑得前俯后仰。

我喜欢我的家乡，还有那让人久久不忘的、生津止渴的甘
蔗……

甘蔗砍运工作总结篇五

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一农家校园门前七零八碎的甘蔗
壳散落一地，雨水顺着屋檐往下倾泻而下。屋檐下，一个身
着新衣服的女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甘蔗，旁边放着两个装满
甘蔗壳的箩筐；在她旁边，女孩的弟弟穿着破烂，不断地啼
哭，或许是风雨之声淹没了弟弟的啼哭声，弟弟双眼通红姐
姐仍旧不给弟弟哪怕一小截甘蔗。

都说母爱如水，在弟弟的生命之中，母爱只是一个模糊的词
语，和雨滴一样，落入记忆的土地上转瞬即逝。弟弟哭，不
为别的，只因为母亲的不公平，从小到大，一个声音一直在
弟弟心中呐喊：为什么每次母亲总是视姐姐如掌上明珠，视



我如地上泥土。姐姐要啥，母亲给啥，给姐姐买一大堆甘蔗，
而我只能眼馋啼哭。

冰雹般的雨中，一个浑身湿透的络腮胡大叔，挑着几根没有
卖完的甘蔗匆匆走向姐弟二人的家门口避雨。见弟弟眼圈红
红的，大叔放下肩头的担子，走到弟弟身边摸了摸弟弟的头，
满脸关切地问：“是不是妈妈不在家，所以哭了？”弟弟怔
了怔，在衣角擦了擦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妈妈一直在
家，却又一直不在家。”大叔十分不解，一个小小的孩子说
出这么惊人的话语！于是，蹲下身子，用双手蒙住火柴划出
的火苗点燃了叶子烟，问起了弟弟的故事。仿佛遇到多年故
友，弟弟向大叔倾吐了压在心底的无数不平。

没有花盆的花，依旧可以顽强开放；没有母爱的我，依旧可
以顽强成长。多年以后，在大街小巷闲逛时，我仍旧会买上
一截甘蔗，却再也吃不到络腮胡大叔的那截美味的甘蔗。偶
尔我还会想：是否在告别童年的时候，我还告别了别的东西，
只是当时我不知道，只是当时我已惘然。

甘蔗砍运工作总结篇六

我的家乡在泽国，我爱家乡的`甘蔗。

细雨如丝，一根根甘蔗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一片片狭
长的叶子在雨雾中欢笑着。

秋天到了，各根甘蔗长熟了。成片成林的甘蔗挺得笔直的，
像一个个士兵，守护着美好的家园。

甘蔗长长的，粗粗大大的，和竹子一样，身上穿着紫红色
的“衣服”，一根根须就像老爷爷的胡子，它的茎很细很细，
特别是它的叶子，层层叠叠挨挨挤挤的。后来甘蔗长大了，
它们把甘蔗林遮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



它的味甜甜得很好吃，记得有一次，妈妈买回了许多甘蔗，
我拿了一根吃了汁后，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拿了许多根吃，
结果吃了多少都不知道了。

我家乡的甘蔗不但好吃又很甜，可以做成白糖，它的蔗还可
以做卫生纸用。

如果大家也想吃的话，就到我的家乡来吧。

甘蔗砍运工作总结篇七

家乡的甘蔗不同别处，它给人的第一感觉——硬。

一直以来，我都不爱吃家乡的甘蔗，宁可丢弃家乡的脸面，
去尝那他乡“娇生惯养”的甘蔗。前两日，回到家乡，我的
雄心壮志竟来了，定要挑战这里甘蔗的神威。

我从家中取出一段甘蔗，它那五大三粗的身躯令我神惧三分，
刚才还信誓旦旦呢，怎么，现在就怂了？我不甘心，鼓起勇
气，狠狠地咬上了第一口，与甘蔗正面交锋。没想到第一回
合就败下阵来，牙齿一阵酸痛，对手却毫发无损，接下来几
个回合亦是如此，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

我不禁沮丧地随手丢下甘蔗，不想再白费力气了。正当心中
没好气时，一声咆哮把我惊了一大跳：“这么大的人连根甘
蔗都不会吃，还能有什么出息！”我顿时全身麻木了，没想
到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外公竟为这点小事而火冒三丈。我正准
备支支吾吾辩解什么时，只见外公一把抓起那根令我抓耳挠
腮的甘蔗，若无其事地啃上了好几口，威风凛凛地大块朵颐，
那根甘蔗早已伤痕累累。我更加惊叹不已，刚想吐出的几个
字又吞了下去。

外公怒气未消，一边用恶煞的目光斜视着我，一边侃侃而谈
道：“吃甘蔗也是一门学问呐，它既考验了你的意志力，又



反映了你对待问题的灵活性！会吃我们这儿的甘蔗的人，几
个似你这么唯唯喏喏！”我一边听着，一边连连点头。外公
的气消了几分，耐下性子来，示范着给我看。他既谨慎又大
胆地将甘蔗侧面的小部分塞入嘴中，他的牙不是锋牙利齿，
但却有着巧妙地力气，以四两拨千斤。即使是这样，甘蔗终
究不是那么好对付，那些泛黄的牙顽强地夹击着，以最小的
牺牲换取最大的成功。没多久儿，那一小块便被他的牙齿所
征服，他又以同样的动作对付其它几个小侧面，最终，中间
部分就从壮丁变成了弱不禁风的瘦子，只好束手待毙了。我
幡然醒悟，学着外公如法炮制，鼓作气，终于击败了劲敌，
尝到了甜入心底的蜜汁。

沉浸在甜甜的成功之中，思绪依然萦绕在那坚硬的甘蔗上。
啃甘蔗，诚然只是生活中微乎其微的小插曲，但它的内在却
是意味深长的。吃甘蔗需要毅力与智慧，成功之路上的奋斗
不亦是如此吗？挫折、困难是崎岖路上的拦路虎，我们应当
凭着啃甘蔗时第一口的勇气和切断它的顽强、不屈服的意志
去与之抗争；若对手足够强大，亦要具备对付甘蔗时“先取
两头、后取中间”的灵活性，以顾全大局的智慧置对手于死
地。

又见家乡坚硬的甘蔗，望着地上前两日吐下的甘蔗渣，我便
以来者不拒的气概啃下去，体会那“坚硬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