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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张之杰
董严军）“妈妈，‘九零后’好厉害。
当时要读书太不容易了，但是他们都
克服了，还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回
报祖国。”观影结束后，晋江市第二实
验小学小记者林玲宇坐在位置上，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电影里 16位“九
零后”国宝级大师的故事、他们说的
每一句话，都令她深受触动。

过去这个周末，本报小记者收
获了一份特别的暑假礼物——时值
建党百年这个意义非凡的重要历史
节点，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联合本
报、晋江团市委精心策划，邀请小记
者亲子免费观看电影《九零后》。两
天时间里，近 1500名小记者亲子分
别前往市区、安海、东石、金井各处
影院观影。

“为什么这部电影叫《九零后》
呢？”带着好奇与期待，7月 17日，晋
江市第二实验小学90组小记者亲子
成为本次活动的首批体验者。上午
10时，小记者亲子准时来到宝龙金
逸影城。签到时，大伙儿就收到了一
份惊喜——《九零后》电影的书签及
明信片。精美的设计，令小记者亲子
爱不释手。

小记者有序排队进入影厅，10
时20分，《九零后》电影拉开了帷幕，
原本喧闹的影厅一下子安静了下
来。99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杨振宁，99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王希季，100岁的国际翻译界
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102 岁的
《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以及
107岁的《让子弹飞》原著作者、作家
马识途……当一位位国宝级大师出
现在电影屏幕中时，小记者们忍不住
惊呼，这些“九零后”不就是大家平常
在书本上、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大人
物嘛。也是到这时，大伙儿才恍然大

悟，原来，“九零后”是一群平均年龄
96岁的老人。他们向我们展现出了
西南联大这所“中国最传奇大学”鲜
活、真实的校园生活。

《九零后》是一部纪录片，非常
写实，16位“九零后”国宝级大师纷
纷“出镜”，共同回忆他们与西南联
大之间的点点滴滴。他们带着大家
坐上了时光列车，娓娓道来抗日战
争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业，
他们各自如何到了西南联大；他们
眼中的学校，包括校园、课程、教授、
同学；他们的学校生活：读书、泡茶
馆、恋爱、跑警报；他们身边的同学

和朋友如何参军，如何牺牲；西南联
大这一段校园岁月对他们的影响；
他们在 90多岁、100多岁的高龄时
如何回忆母校……他们的讲述或许

“轻描淡写”，但小记者亲子依旧能
从中感受到那段岁月的艰苦、“九零
后”青春年华的丰满，其间更有小记
者亲子动情落泪。

“‘九零后’的他们眼里依旧有
光，作为观看聆听者，我们眼里也有
泪光闪烁。这次的观影活动让小孩
和我们这些家长，深刻了解了党的百
年光辉历程，也感受到了老一辈的伟
大与大爱，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

育，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小记者家长
黄女士为本次活动点赞。

据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丰富晋江青少年的假期
生活，同时通过开展观影和撰写影评
等活动，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注入非凡的“信念感”，
激起他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未来的
向往，世晋青特别联合晋江团市委、
晋江经济报社组织发起，并全额赞助
本次免费观影活动。接下来，主办方
还将继续邀请更多小记者亲子走进
影院，观看《九零后》电影，燃起每个
人心中的“星星之火”。

本报讯 （记者 欧阳霆） 15
日，闽南童谣绘本《娜里的童谣》新
书首发式在晋江市图书馆举行。来
自晋江梅岭心养小学吴钰雯、柯宇
航、何思曼、彭瑾晗、黄梓叶等 5名
小记者借此机会，与该书作者苏达
娜进行一次面对面交流。

苏达娜是咱晋江人，出于对闽
南语和闽南童谣的喜爱，从事幼儿
教学工作多年的她从 2018年开始
陆续创作了50多首新童谣，并发布
在公众号上。最终，她精选了25首
并配上插画、注释及音频，“诞生”了
这一本结合现代儿童生活、时事热
点、节日习俗、人文风情、绘本故事
等方面的新时代闽南童谣——《娜
里的童谣》。

首发式上，有幼儿园和小学的
小演员演绎了《好年节》《嘎嘣、嘎
嘣、脆》等童谣，听着朗朗上口又有
趣。尤其是表演关于闽南小吃风吹
饼的《嘎嘣、嘎嘣、脆》时，小记者吃
着风吹饼，欣赏着精彩的节目，别有
一番风味。

“为什么您会热衷于创作闽南
童谣？”“这本书为什么叫《娜里的童
谣》呢？”“您还会陆续出书吗？”带着
这些疑问，小记者们来到苏达娜面
前，开始采访。苏达娜表示，现在有
不少孩子的闽南语讲得不是很流
利、地道，所以她希望用闽南童谣的
形式，让孩子们对闽南文化有印象，
也将这门语言传承下去，“这次新书
出版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我会继续
创作，也会继续出书的。”

据悉，本次新书首发式由晋江
市文联、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晋江
市灵源街道办事处、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晋江分公司共同举办。

出发前，全部学员一同来到晋江东石“母亲的房子”图
书馆，在参加开班仪式的同时，也和嘉宾围绕“初心”这一
话题进行了探讨。

交流会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专家、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中国儿科医师分会候任会长黄国英
教授，泉州市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局副局长、福建省人民
政府督学刘殊芳，晋江市政协副主席、劲霸男装董事长洪
忠信，以及晋江籍知名作家、现任国创会文学院执行院长
蔡崇达四位嘉宾，围绕“使命担当——青春与信仰同行”这
一主题，和学员分享了他们各自对“初心”的理解。几位嘉
宾还寄语所有学员“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辜负初心，不
辜负年轻，不辜负人生”。

听完几位嘉宾的分享，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活
动尾声，大家拿起心愿卡，将自己的理想和“初心”写在心
形的心愿卡上。“希望未来的自己，也能成为像崇达老师一
样优秀的作家，保持初心、保持谦逊，不畏艰难、砥砺前
行。”毓英中学高二学生张雅琪表示。养正中学高二学生
颜楚铭则给予自己更多的鼓励，“不要把梦想当成负担，静
下心来做当下要做的事。无论是成为风筝还是风，都会飞
翔于天地间。”

“九零后”的他们眼里依旧有光
本报小记者亲子观影《九零后》 闽南童谣绘本《娜里的童谣》新书首发

本报小记者对话作者苏达娜

“初心学堂”青年学生研训班走进闽西

传承革命精神 牢记责任担当
本报记者 张之杰

昨日，参加晋江市教育系统“初心
学堂”青年学生研训班的学员，走进有
着“红军长征第一村”美誉的长汀县南
山镇中复村，体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
长征出发仪式。至此，为期五天的研
训班，在走过闽西这片革命圣地后，画
下了圆满的句号。

本次活动由中共晋江市教育局党组
主办，晋江中小学生示范性综合实践基
地协办。五天时间里，40名来自晋江8
所一级达标中学的高中学生代表，通过
参观红色景点、瞻仰烈士纪念碑、聆听研
学导师讲解、分组完成研学任务、总结分
享等形式，全方位感受了闽西的红色文
化，全面学习了革命历史知识，接受了一
次生动的革命思想洗礼。

小记者感言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见证了这本书的首发，感受到
了苏老师对闽南语的热爱，更懂得了苏老师为了传播
闽南文化所付出的努力。

小记者彭瑾晗
会闽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这让苏老师意识到传

播闽南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希望借着童谣这种形
式将闽南语传承下去，我们不能辜负她的期待。

小记者柯宇航
通过苏老师的介绍及我们的采访，我深刻感受到

她对闽南语的热爱。听到她说会继续创作闽南童谣并
出书，我的心里也特别高兴。

小记者吴钰雯
从采访中，我知道了藏在这本书背后有许多感人

的故事，比如苏老师得到别人帮助指导的故事、为了找
到和闽南语对应的汉字而不懈努力的故事……每一个
故事里都有许多人洒下的汗水，字里行间更是展示了
苏老师对闽南语的爱。

小记者黄梓叶
苏老师说，她在创作时常常为一个字的发音而发

愁，为此也请教了不少人，花了不少心思，但是这些问
题都被她一个个攻破了。通过这次采访，我知道了一
本书出版的背后凝聚了许多人的努力和支持。

小记者何思熳

五天时间里，学员们白天参观体验，晚上学
习讨论、完成研学手册，过得十分充实。

7月 15日，本次研训班特邀特级教师、全国
优秀教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
授、晋江市南侨中学政治老师谭辉（左图），为学
员们做“继承先烈遗志，勇担时代重任”主题讲
座。讲座中，谭辉结合《福建红色文化读本﹒高

中版》及毛泽东诗词，向大家详细讲述了闽
西革命的光辉历程。谭辉的授课深入浅
出、生动翔实，帮助学员们更加深刻地
理解红色文化内涵，极大地提升了
研学效果。

不仅如此，晋江中小学生示范
性综合实践基地还为大家精心准
备了研学手册。研学前，学员们通
过仔细阅读手册，对课程点的背景
材料、研学任务有了初步了解，同
时也产生思考；每天的行程中，大家

都能做到及时记录、完成研学任务习
题；晚上回到宿舍后，学员们还会对当

天的研学进行总结讨论，分享各自的心
得，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这次研学旅程让我提升了自己的党性修

养，增加了对党史知识的了解。青春不停步，永
远跟党走！在未来的学习中，我们要下真功夫、
下好功夫，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扎实完成各项学
习任务。”养正中学学生张祺楠表示。

五天时间里，学员们的足迹遍及金
砂红色旧址群、古田会议旧址、才溪乡、
长汀等地。一处处旧址、一座座纪念
馆、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故事，承载着坚
如磐石的信仰信念，彰显着历久弥新的
初心使命。

在“永定暴动”的策源地、土地革
命摇篮、“红色交通线”大站——金砂
乡，学员们参观了中共红色交通线纪
念馆，了解了红色交通线对于中国共
产党进行革命斗争起到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直观感受到了当时斗争的危险
和残酷；而在张鼎丞故居，看着眼前仅
剩的一堵残墙，听着讲解员介绍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学员
们的内心更是充满感动，同时也感受
到了先辈们在与敌人斗争中的英勇、

智慧和忘我的精神。
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旧址庄重沧

桑，参天古树掩映下的“古田会议永放
光芒”八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在这
里，学员们先后参观了古田会议旧址、
协成店、毛主席纪念园等，重温党的光
辉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古田会议旧址一切设施都按照当
年参加过古田会议老同志的回忆原样
陈列，保留了往昔风貌。”在解说员的介
绍下，学员们步入会场旧址。眼前是一
排排虽显陈旧但却整齐的桌椅，墙上张
贴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柱子上贴着
宣传标语。大家沿着中庭站着，聚精会
神地听着讲解员的讲解。通过学习，学
员们真正感受到古田会议精神的伟大，
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走进古田会议纪念馆大厅，正面墙
壁上著名的大型油画《古田会议》栩栩
如生，引人置身于人民军队历史上那个
重要时刻。这座纪念馆里保存了大量
的文物、图片和资料，向大家展示了“古
田会议”这个重大历史专题。大家轻声
缓步在馆内参观，仿佛害怕打扰了历史
的陈设、惊动了伟人的沉思。通过参
观，学员们深切体会到“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革命真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
胜利来之不易。

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依山而
建，庄重肃穆。40名学员神色庄严，沿
着台阶拾级而上，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
篮并三鞠躬，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

丰功伟绩。
视线来到长汀苏维埃政府旧址，

大院位于长汀古城中心位置，环境幽
静、绿树成荫。走进旧址，一间间简陋
的办公室、一件件陈旧的办公桌椅，仿
佛让大家回到了 1932年 3月 18日，那
一天是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隆重召开的日子，也在这一天，宣
告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标志着
福建苏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全盛
时期。长汀成为福建红色区域的首
府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的中心，在开展革命战
争、建设和保卫苏区
方面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每到
一处，学员们都
驻足观看，生怕
错过任何一个
值得铭记的历
史细节。

此外，五天
时间里，学员们
还参观了中央苏
区（闽西）历史博物
馆、才溪乡调查纪念
馆、卧龙书院、汀州八喜
馆、长汀古城墙济川门、大夫
第、店头街等地，瞻仰了秋白同志纪念
碑、成武同志纪念碑、松毛岭战役旧址
及纪念碑等，接受了一次全方位的爱国
主义教育。

一场关于“初心”的讨论

“青春不停步，永远跟党走！”

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