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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闽南话》报纸专栏
每周积累 让你爱不释手

学习闽南语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速成的，需要不断地积累。为了帮助
大家养成讲闽南语的习惯，“说咱闽
南话”App 特别在本报小记者周刊
《晋江少年》开设“说咱闽南话”专栏
（今日推出第一期），每期传播一个与
闽南语或者闽南文化有关的小知识，
旨在教授小记者日常使用闽南语的
基本知识和方法。每期专栏会附带

“说咱闽南话”App二维码，感兴趣的
小记者或其他读者也可以扫码进行
更加深入的学习。

与此同时，“说咱闽南话”App还
会在《晋江少年》习作版开设“闽南话
读美文”的子栏目，每期选择优秀习
作，由世晋青“说闽”团队邀请专业人
员用闽南语进行朗读，读者扫码即可
聆听本篇文章的闽南语读本。

我们的一天大致分为早上、中午、下午及晚上这几
个时间段，再细分还有凌晨、傍晚、半夜等。那么，你知
道在闽南语中，这些时间段怎么读吗？

凌晨，天还未亮、快要亮的时候，叫做“天未光”；天
亮、天明叫做“天光”；早上6到8点这个起床的时间段，
闽南人称做“早起”或“天光早”。“日昼”即中午，下午则
读作“暗晡”或“下晡”。

“暗暝”，指天色暗下来之后的时间，也说作“暗时”
“暗头”，即晚上、夜晚。
“半暝”，即半夜，一般指
夜里 12 点前后，也泛指
深夜。

闽南人的一天，从天
光到日昼，从下晡到暗
暝。在这几个与时间相
关的词语里，我们似乎能
感受到清晨的曙光、深夜
的烟火，还有闽南语诗意
的浪漫。

本报讯（记者 张之杰 董严军）为了致敬抗
疫英雄，感谢他们在本土疫情期间的无私奉献，本
报昨日组织部分一线抗疫工作者子女，前往八仙山
公园，参加为期一天的免费营地活动。

活动中，小记者们在研学导师的带领下，学习
了解“火箭”发射的原理，并动手制作“水火箭”；学
习与射箭相关的传统文化，动手磨制弓箭，并在专
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射箭姿势和方法，学做“小小
神射手”。不仅如此，昨天的活动中，小记者们还倾
情讲述了各自父母的抗疫故事，大家都被伙伴们的
真诚互相感动着。

动手制弓 学做“神射手”
在古代，弓箭是使用非常普及的武器，最初用

于打猎和战争。在我国，射箭不仅有着悠久的历
史，与射箭有关的射礼还是古代君子六艺之一。昨
天的活动中，小记者们不仅懂得了“君子六艺”的具
体含义，还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了与射箭相关的传
统文化，并自己动手磨制一把弓。

连日阴雨的晋江昨日迎来了艳阳高照，同时
也迎来了久违的烈日和高温。尽管如此，小记者
们一刻也没停止手上的工作，竹制的弓面上被大
家磨出了一个个深深的弦槽，哪怕此时大家的脸
上都已挂满了豆大的汗珠，真有点“铁杵磨成针”
的意思。经历了辛苦的制作过程，下面就是释放
激情的时刻了——在教练的带领下，小记者们拿
着各自专属的弓箭，开始学习射箭姿势和方法，做
了一回“小小神射手”。

“火箭”发射 一圆“航天梦”
“三、二、一，发射！”随着“嘭”的一声，八仙阁前

的广场上传来了小记者们的欢呼声。发生了什么
事情？

原来，小记者们在研学导师的带领下，用塑料
瓶制作了“水火箭”。教官先为给大家科普了“水火
箭”发射的相关原理，告诉大家“水火箭”主要是利
用旧的饮料瓶制作成动力舱，灌入一定数量的水，
利用打气筒充入空气达到一定的压力后，利用气压
将瓶塞崩开，喷水产生的反作用力将“火箭”送上天
空。听完教学，所有小记者都跃跃欲试。

学习完理论知识，就到了最让小记者感兴趣的
环节——发射“水火箭”了。站在“发射台”前，小记
者把装满水的“火箭”放在“发射器”上，加上自己给
的“动力”，把“水火箭”一个接一个地发射升空。每
次“火箭”的升空，都会引来小记者的一阵欢呼。趣
味好玩富有探索和创造的活动，让小记者们意犹未
尽。甚至有小记者表示，自己回家也要做一个“火
箭”，让它飞得更远。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5月24日上午，“晋
江市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示范基地”授牌仪
式在晋江经验馆举行。这是今年来晋江深入开
展党史国史教育活动、打牢青少年成长成才思想
根基的一项重大举措。

仪式上，晋江市关工委主任陈晋永向晋江经
验馆负责人授牌。基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晋江
经验馆将坚持服务青少年的正确方向，注重吸纳

“五老”参与基地建设，经常性开展青少年党史国
史教育、青少年学生研学实践、科普教育和职工
思想教育等活动，更好发挥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综
合育人功能。

据悉，晋江经验馆是展示“晋江经验”实
践成果的重要平台和对外宣传晋江城市形象
的重要窗口。展馆几经探索改造、优化提升，
拥有 6400 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展馆现有工
作人员 15名、志愿者 20名，常年参观人数 3万
余人次。

本报讯 （记者 蔡红亮） 儿童节即将到
来，连日来，晋江市关工委主任陈晋永、常
务副主任许天祥分别带队到部分学校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为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的祝
福，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们致以亲切的
问候。

据了解，本次活动，晋江市关工委共走访 34
所幼儿园、小学，累计发放慰问金15.2万元。

本期报头题写：
林宇涵（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六年6班）

大家好，我叫林宇涵，就读于晋江市安海
中心小学六年 6 班。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爱
好广泛的阳光女孩。我热爱班级、尊敬师长，
真诚对待每一位同学。平时我喜欢绘画、书
法及阅读各类书刊，以此来充实自己的课余
生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相信，只要自己肯努力，一定能成为一名优
秀的“晋江少年”！

本报携手世晋青 推出年度重磅策划

闽南人的一天
从天光到暗暝

你守护晋江 我们呵护你的孩子
致敬抗疫英雄 本报组织小记者免费营地活动

晋江关工委之声

晋江市关工委
党史国史教育基地授牌

晋江市关工委发放
“六一”慰问金15.2万元

爱晋江 说咱闽南话
本报讯（记者 张之杰）传递乡音乡情，让家乡话永远年轻。为了让更多青少年学习和传承闽南语，增强青少年热爱家乡、依恋家乡的情感，今日，由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以

下简称“世晋青”）、晋江经济报联合主办，“说咱闽南话”App、晋江经济报小记者总团承办，以“爱晋江 说咱闽南话”为主题的年度特别策划正式启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为广大
晋江小记者精心打造一系列与推广闽南语相关的互动体验，既有团队挑战，也有线上有奖答题，更有常态化报纸专栏供大家阅读学习。

那么，本次特别策划到底为大家安排了哪些互动体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小记者闽南语团体挑战赛

看看谁能成为最终“天团”

作为本次特别策划的重头戏，将于今年秋季开学后

举行的晋江市首届小记者闽南语团体挑战赛，势必将在

今年金秋的晋江校园里掀起一阵学习闽南语的热潮。

本次比赛计划召集所有设立小记者站的学校组队

参赛，每支代表队由4名小记者组成，每所学校可选派

一队参赛，规模较大的小记者站可酌情增加代表队，每

所学校原则上不超过2支代表队。

本次挑战赛分赛区初赛及总决赛两个阶段。初赛

中，所有报名参赛的战队将按照所在街镇分成若干个赛

区。主办方将利用周末时间在赛区内开展初赛，赛区初

赛采取现场答题的形式举行，优胜队伍获得晋级总决赛

的资格。
总决赛同样以现场答题形式举行。主办方将根据

各参赛队的答题表现，现场评出一等奖1名，奖金2000
元；二等奖 3名，奖金 1000元；三等奖 6名，奖金 500
元。所有获奖队员及各队带队老师（1名），还将获得

由主办方颁发的获奖证书。所有进入决赛的代表队所

在学校，还将获得由主办方颁发的“优秀组织奖”。

目前，本次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中，有意报名的设站学校，可直接联系各校挂站记

者，了解比赛相关信息。

线上闽南语有奖答题背包、运动帽、个性T恤等你拿
今年6月1日不仅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儿童节，还是“说咱

闽南话”App上线三周年的日子。为此，6月1日当天，由世晋
青“说闽”团队特别针对少儿群体打造的首届“说咱闽南话”闽
南语主题文化节也将热闹开启。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文
化节的互动项目囊括线上线下，本土到境外（第三届港澳台青
少年闽南语邀请赛交流活动），以期达到以共同的乡音为媒
介，通过App起到推广闽南语、传承闽南文化、沟通海内外乡
贤情感的作用。

而在这届文化节各项活动中，线上闽南语有奖答题活动
无疑是最具趣味且“好礼多多”的热门活动。6月 1日—19日，本报小记者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

“说咱闽南话”，回复关键词“得桃”或“答题”，获取活动链
接。系统将从题库中随机抽取10道与闽南语或闽南文化相
关的趣味选择题，参与者根据答题得分将获得不同头衔及评
价，可生成海报分享，同时还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中奖率
100%。主办方为大家准备了运动背包、运动袜、运动帽、精
品闽南语周边原创手绘台历礼盒、“讲闽南话”原创个性 T
恤、平安利是封，以及“说咱闽南话”App大额积分等丰富奖
品。其中，实物奖品将由“说闽”团队免费包邮寄送，获奖积
分可用在“说咱闽南话”App积分专区自选礼品兑换。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线上答题中的部分题目，可能会出
现在后续的线下团体挑战赛中，有想要参赛的小记者，更要
多多参与哦！

疫情期间，抗疫工作者们起早贪黑，
忙起来短则半天，长则全天无休，许多人
为了参与疫情防控，把自家的孩子变成
了“留守儿童”。

当这些抗疫英雄就在你的身边，甚
至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时，你会对他们说
些什么呢？活动当天，小记者们现场座
谈，纷纷讲述了各自父母的抗疫故事。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小记者汤梓晨
的爸爸是一名公安民警，疫情期间一直
在龙湖镇一线抗疫。

“爸爸很忙，一连 40 多天都没回
家。那段时间，有时他要忙到凌晨三四
点才能休息。”汤梓晨告诉大家，虽然爸
爸很忙，但还是会坚持每天跟他通话。

“晚上大概 9点多，他（爸爸）都会抽空
跟我说说话，让我听妈妈的话，认真居
家学习。”

汤梓晨还告诉大家，疫情期间，他的
姑姑在内坑动车站抗疫，也是40多天没
回家。“爷爷奶奶虽然都会为爸爸和姑姑
担心，但同样很支持他们的工作。每天
能从视频里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
平安就好。”

同样来自晋江二小的小记者蔡君
泽，父母都是一线抗疫工作者。“疫情
期间，爸爸到新塘街道参与卡口查验，
还作为志愿者协助核酸采样。妈妈在
我们小区做采样志愿者，有时还给自
己公司参加志愿服务的同事准备饭
菜，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蔡君泽告
诉大家，他在小区里参加采样时，经常
会碰到妈妈身穿隔离服在现场维持秩
序，“后来，爸爸妈妈回到家里，看到他
们带回来的各种抗疫纪念证书，我感
到十分骄傲！”

“非常感谢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带给
孩子们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孩子说今
天玩得太开心了，也特别有趣，他体验了
自己制作弓箭和‘水火箭’，还特意把第
一次制作的战利品展示给我们看。孩子
在开心的玩乐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也获
得了满满的成就感。我在孩子的脸上看
到了自信和快乐。”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
学小记者王子骁的家长表示。

据悉，本次活动由晋江经济报社主
办，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凌远教育
协办。作为本报小记者总团活动执行机
构之一、创办于 2013年的凌远教育，是
一家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的从事教育工
作的企业。本轮本土疫情暴发后，凌远
教育立即组织员工40余人，参与疫情防
控志愿工作，很好地承担起了企业应负
的社会责任。

“我的英雄”分享父母抗疫故事

说咱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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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听完整闽南语发音。

小记者“六一”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