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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通讯员 王萌芬）传承汉
字智慧、趣猜元宵灯谜、制作纸雕汉字灯……虎年新学
期伊始，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走进梧林汉字
智慧馆，为自己点亮一盏新学期智慧之灯。

汉字智慧馆共分五个园区：正气园、修炼园、祥福
园、文化园、研习堂。小记者们在讲解导师的引导下游
走于馆内，徜徉于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中。偶一抬头，
满眼皆是古人的智慧。瞧，横梁上的甲骨文、金文栩栩
如生；悬挂于架上的汉字灯谜，极具挑战性与趣味性。

“双手捧着一樽酒，这是在做什么呢？”讲解老师问题一
出，小记者胡羽轩赶紧抢答：“我知道！我知道！在敬
酒，这是‘尊敬’的‘尊’字吧！”形象而生动的甲骨文引
得小记者们兴趣盎然。在汉字翻墙板前，小记者们分
小队比赛“我演你猜”的游戏，队员们使出浑身解数，一
会儿比画手势，一会儿扭动身体，底下的小记者们忙着
竞猜。一旁的小记者杨紫馨直呼：“汉字还能这样玩
啊，太有意思了！”

在研习堂内，小记者们还拼装了汉字纸雕灯，该灯
的图案设计取象于卓越的“卓”字金文体，它就好比一
个早起工作的人，一边埋头苦干，一边与黑夜迎接黎
明，周而复始，最终成就卓越。小记者林珊如认真听着
导师对“卓”字的讲解，再看着自己努力拼装而成的“励
志灯”，深有感触地说道：“‘卓’是勤劳与坚持的象征，
就像这次冬奥会冠军谷爱凌在采访中说的，所有的成
就都是靠坚毅和磨炼而达成的。奥运健儿们的拼搏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

据悉，沙塘中心小学将以此次拼装“汉字励志
灯”为契机，鼓励所有小记者学习冬奥精神，在新学
期伊始为自己设立新目标，点亮一盏充满希望的智
慧之灯。

小记者感言
在“卓”字中，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是

智力，最大的差距是坚持。新学期到了，我要好好奋
斗，以崭新的面貌开启新学期。

小记者肖家欣
只有比别人更勤奋、坚持，才会比别人优秀。我很

喜欢这种纸雕灯，它让原本朴素的纸张，在光影之下呈
现出神秘而又梦幻的画面，也更能突出“卓”字的深刻
含义。

小记者胡羽轩
谷爱凌从3岁学滑雪，到如今18岁拿下冬奥冠军，

她这一路的成长经历和努力付出，正和“卓”字一样，代
表着勤奋与坚持。这是值得我们每个青少年学习的。

小记者洪宇辰
今年的冬奥十分精彩，每个人都付出了艰辛和努

力。我想，在通往梦想的路上，大家都是用努力去铺路
的。接下来，我也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更多精彩。

小记者王梓茹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福
建省司法厅公布了第六届福建省学生“学宪法 讲宪
法”活动获奖名单，本报小记者、来自晋江金井毓英中
心小学六年 3班的王文雯榜上有名，她获得的是第六
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福建赛区遴选赛（知识竞
赛）小学组二等奖。

据悉，本次比赛分初赛和现场决赛两个阶段。初
赛实行闭卷、计算机化的考试进行知识竞赛。比赛中，
文雯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进入现场决赛。现场决赛采用

“必答+抢答”两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文雯在必答题
部分获得满分的优异成绩。经过必答题、抢答题、附加
题三轮紧张激烈的竞争，最终她获得二等奖。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自去年9月初接到参
加晋江市“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任务后，文雯在老师的
指导下，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相关宪法知识，不知不
觉对法律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在晋江市赛中以满
分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被推荐代表泉州市参加福建
省的总决赛。备赛期间，她阅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新时代劳动教育读本》等相关书籍，并做了
大量练习，为本次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正如文雯所
说：“本次比赛取得好成绩，为泉州市和学校争了光，更
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从四年级开始加入本报小记者队伍后，文雯的表
现一直十分突出。她积极参与本报和学校小记者站组
织的活动，在本报刊登的毓英中心小学报道里，总能看
到她的名字。在本报举办的各类比赛中，她也取得不
错的成绩，比如她的作文《特殊的一课》便获得2021年
第二季度小记者同题作文三等奖……文雯在小记者站
的表现得到了小记者辅导老师李丽参的肯定和表扬：

“她踊跃参加小记者站的活动，主动写报道投稿，表现
相当不错。”

本报讯（记者 张之杰）你够自信吗？你
有什么样的特长向大伙展示吗？即日起，本
报小记者周刊《晋江少年》开设《小记者之星》
栏目，面向所有设站学校和广大在册小记者
征集“小记者之星”，让大家都能看到你的活
力和风采！

如果你是校园里的才艺明星、发明能手、体育
健将……快来报名吧。同时，我们也欢迎各建站
学校和广大小记者、家长积极推荐身边有突出表
现的、深受大家喜爱的小记者达人，登上我们“小
记者之星”的舞台。

报名方式：发送电子邮件或拨打电话，提供小
记者基本信息及近期获奖、爱好特长等情况，本报
将安排记者进行采访报道。

邮箱：jjsn0905@163.com
电话：13960204676

本报讯（小记者 许庆秋 刘玉琪） 2月 25日下
午，南泰·东石镇南天小学小记者在校长蔡正伟和指导
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世遗点——磁灶窑系金交椅山窑
址研学采风。

经历了一段路的颠簸之后，我们终于到达金交
椅山窑址。穿过一条林间小道，小道两旁是一棵棵
参天大树，绿叶遮住了阳光，只留一缕缕阳光透过
绿叶间的缝隙射在地上。红色的小花在绿叶中若
隐若现，林中偶尔传来一声声鸟鸣，仿佛在欢迎我
们的到来。行走在小道上，这里的一切显得那么梦
幻……

走出树林，隐约听见小溪“哗啦啦”流动的响声，那
是磁灶的母亲河——梅溪，而博物馆便建在这梅溪的
旁边。

领队老师带领大家向博物馆内部走去。一进来，
我们便看见了琳琅满目的瓷器展品。听老师说，这磁
灶窑是宋元时期泉州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人们通过
梅溪把这些瓷器运送出去，然后经过周转运到国外。
在日本、菲律宾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这些瓷器都深受当
地人民的喜爱。这也证明了，宋元时期水路对于商贸
的重要性。

参观完博物馆，小记者们便移步到真正的金交
椅山窑址。踏着一级级的石阶，我们到达窑址的顶
部，从上往下望去，整座窑好似一条正盘在山上休
息的龙，十分壮观。参观博物馆时，我们已经看过
模型，但当我们见到眼前真正的窑址时，内心更是
震惊不已。虽然整座窑已经破旧得看不出原貌，但
在讲解员的描述下，我依旧能想象出一千多年前窑
址的模样。

结束参观，小记者们来到窑址旁的一处院落。老
师安排大家坐好，接着便搬上来了一堆板砖。看着
那些板砖，大家心底都冒出一个问题：这板砖是用来
干吗的？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时，老师和我们解释说——这
是让我们用来画画的，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画在上
面。刚说完，已有不少小记者跃跃欲试了。大家纷
纷拿出自己的铅笔，把砖当作画布，开始打起稿来。
没过多久，一幅幅精美的板砖画就相继在同学们手
中诞生。

这次活动，小记者们感受到了历史之美、艺术之
美。尽管经历了沧桑变换，有些东西已经变得面目
全非，但我们依然可以走近它、感受它，依然可以热
爱它、传承它。很庆幸磁灶瓷器在历史的长河里流
传了下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些前人留给我们的智
慧结晶。

指导老师 吴滨滨 指导记者 张之杰

本报讯（小记者 张嘉煜 翁
甜彧） 27 日，晋江梅岭心养小学
20名小记者参加了“非遗进社区”
活动，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了泉州非
遗文化。

活动中，有趣的掌中木偶、幽默
的提线木偶、美妙的南音及高甲戏
一一上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优秀的老师们为我们带来了精
彩的表演，科普了各项文化的历史
和发展知识，同时也与我们进行了
互动。

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
提线木偶《小沙弥下山》这个表演
了。只见身上绑着数十条错综复
杂的线的小沙弥木偶，在提线师
傅的操控下，伴着音乐进行惟妙
惟肖的表演。它时而一本正经敲
着木鱼念经，时而紧捂双耳躲避
雷声，时而脚下一滑摔个四脚朝
天，号啕大哭……我们看得目瞪
口呆，无不佩服提线师傅高超的
本领，能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细线掌控得如此灵活。虽然这个
表演只是短短几分钟，却让我们
深深地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非凡
魅力。

每一样非遗文化都蕴含着悠久
的历史，如今我们还能近距离地感
受它们的美，靠的是一辈辈人用心
的保护及传承。

活动中，小记者们尽情游览
了解了泉州非遗文化知识与世遗
泉州 22处世遗点，逛了涵盖花灯、
刻纸、糖画、金苍绣、大漆展等多
种非遗项目的文创集市。好一场
有意义的研学活动，让我们大饱
耳福和眼福。

本报讯（通讯员 高燕瑜 记
者 张之杰）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新
学期伊始，小记者们都回到了美丽
的校园。几天前，晋江安海西边小
学一开学就组织学校小记者，举行
了一场“巧手童心庆奥运 手工黏土
冰墩墩”的手作活动，让小记者们实
现“冰墩墩自由”。

活动中，高老师首先给小记者
们发放制作冰墩墩所需的材料：黏
土、雕塑工具、彩色笔等。高老师先
向小记者们讲述了北京冬奥吉祥物

“冰墩墩”的设计故事，接着向大家
展示了各种手工制作的冰墩墩作
品，最后，再向小记者们讲解黏土的
制作和雕塑工具的使用方法。讲解
过程中，小记者们都有些迫不及
待。老师刚示范完，大家便撸起袖
子行动起来。

小记者们认真细致、精雕细琢，
1个小时后，不少小记者都制作出
了一个个小巧精致、圆滚滚又呆萌
可爱的“冰墩墩”。大家看着自己手
里的黏土作品，十分满意。

这次手工活动，小记者们通过
自己的双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冰
墩墩”。活动不仅传递了奥林匹克
精神，也发挥了小记者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

点亮新学期“智慧之灯”

南天小学小记者
探访金交椅山窑址

手中的木偶“ ”了
心养小记者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安海西边小学

小记者妙手巧制“冰墩墩”

毓英小记者王文雯
“我是学法小达人”

征集令

“小记者之星”集合了！
小记者感言

当你仔细品味掌中布袋戏时，你必会为它的精湛技艺感到吃惊；当你
细细体会提线木偶时，你定能被它的诙谐幽默所逗乐；当你认真聆听南音
时，一定能给你悠长且古韵浓厚的余音缭绕的享受；当你品鉴高甲戏时，或
许你会被其丰富的表情所震撼。一道割舍不了的古韵情怀，一份沉甸甸的
非遗传承，怎能不永驻你的心中呢？

苏钶翔（四年2班）
这次研学活动，我们看到了很多具有闽南特色的节目，有掌中木偶、提

线木偶、南音、高甲戏等，让我对泉州非遗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最吸
引我的要属提线木偶，老师竟然能够将一个毫无生机的木偶表演得活灵活
现、生动有趣，真的是太神奇了。

谢浚锴（五年9班）
经过老师的简单介绍，我也尝试了提线木偶表演。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手中的舞狮木偶动了起来，一会儿奔跑，一会儿高兴地飞起来。我玩得
不亦乐乎，台下的观众也都热闹起来。经过这次体验，我对非遗文化有了
更深的了解。

凌国瑞（五年6班）

小记者感言

这次制作“冰墩墩”的活动中，每个
小记者都兴致盎然。大家做的“冰墩墩”
有的眼睛大，有的眼睛小，还有的非常

“苗条”。我给我的“冰墩墩”设计了一顶
帽子，还给它设计了一个书包。这次的
活动真有趣！ 曾冠诚（四年10班）

我按照老师的步骤，先拿一大团白
色黏土，捏出椭圆形的样子，这就是“冰
墩墩”的身体。然后我再给它安上嘴巴、
鼻子、眼睛，最后再加上四肢，一个“冰墩
墩”就做好了！

吕诗颖（三年11班）
我觉得“冰墩墩”十分难做。我把它

的身子捏得太胖了。做好以后，大家都

笑称我的“冰墩墩”是“胖墩墩”。
高裕博（四年9班）

在老师的教学下，我做出了一只又
胖又可爱的“冰墩墩”。它的手上还有一
颗爱心呢。大家都夸我做得又快又好，
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张烟烟（四年9班）
制作过程中，我发现黏土制作真

挺难的，我花了好久的工夫，才把白色
黏土搓成了一个椭圆形，然后再用黑
色的黏土制成“冰墩墩”的五官。可是
我的动手能力有点差，做出来的作品
并不好看。不过，这也是我的专属“冰
墩墩”！

郑鸿江（三年12班）

小记者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