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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董严军 通讯员 蔡雅云
王萌芬）周末的梧林传统村落充满了欢声笑语，不
少市民携家带口漫步其中，悠闲自在。昨日，晋江
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也前往参加新侨中学庆
国庆系列活动之器乐演奏会，为美好周末增添了几
分乐趣。

活动在梧林传统村落的闽南风情馆举行，刚到门
口，耳畔就传来了一阵阵悦耳动听的民乐演奏声，并
勾起了大家的兴趣。踏入活动场地，只见古香古色的
古厝里，搭建起了一个小舞台，表演者正进行最后的
准备，他们有的忙着调试乐器，有的忙着“梳妆打扮”，
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小记者们端坐在“观众席”上，耐心等待着。下午
3时 30分，器乐演奏会正式拉开帷幕。古筝、长笛、琵
琶、葫芦丝、扬琴、古筝……演出的“主角”是新侨中学
的学生，他们精心打扮，轮番登台展示。小记者们一
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更有小记者情不自禁地踏着节
奏，跟着打节拍，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

“学弟学妹们，你们好，欢迎来听我们的器乐演奏
会。”正当大伙儿沉醉其中时，一名身穿小礼服的女生笑
着朝他们打招呼。原来，这名女生名叫王佳妤，是新侨
中学初三学生。毕业于沙塘中心小学的她酷爱音乐，三
年级开始接触小提琴，此次器乐演奏会，她也带来了精
彩的表演。值得一提的是，王佳妤曾连续多年参加本报
小记者，因此，此次看到“全副武装”的小记者时，她倍感
亲切，主动上前和小记者们攀谈起来，分享自己多彩的
小记者生涯。其中，王佳妤特别提到，学习乐器和参加
小记者丰富了她的学习生活，是她缓解学习压力的“神
器”，同时，还让她变得更加自信。听到这儿，小记者们
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小记者生涯中，要更有勇气，大胆开
口，锻炼自我。

当天，精彩纷呈的器乐演奏会还穿插了科普知识
问答，问题涵盖历史、安全、文化等方面，小记者们踊
跃参与其中，举手回答，现场气氛热烈。

此 外 ，小 记 者 们 也 不 忘 此 行 的 另 一 大“ 任
务”——采访。表演者、主办方、观众都成为他们的
采访对象。其中，在与活动策划者、新侨中学副校长
杨宇华的面对面交流中，小记者们了解到，此次器乐
演奏会结合当下热点，通过讲演、展览形式展现乐理
知识，宣传科普文化，展示学生才艺，推动学校美育
发展，引领师生做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接
下去，新侨中学还将举办微公益、微课堂等活动，打
造微德育品牌。

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

走进梧林 听器乐练采访

青春应该这样朝气蓬勃，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在
台上尽情演绎，我们深受感染。正如学姐所说的，积
极向上的人，站在台上自然会大放光彩。

小记者 施梓琛
当音乐响起，我们如同沉醉在花香中，尽情享受

着这音乐盛宴。亲临现场，我们不仅欣赏了音乐，更
在竞答活动中学到了不少科普知识。很荣幸的是，我
今天还采访了新侨中学副校长和沙小学姐，在采访中
我懂得了自信可以战胜一切。 小记者 胡羽轩

周末的午后，我们围坐在梧林闽南风情馆里的竹
椅上，静静欣赏着台上的器乐演奏，真是一种享受。
围绕活动主题，我们在音乐里还体会到了浓浓的爱国
情和青春朝气。 小记者 柯诗怡

在梧林传统村落欣赏器乐演奏会，真是别有一番
风味。又赶上九月科普周，也是为了激励同学不要放
弃梦想，勇敢地继续往前走。

小记者 王煜堃

小记者感言

本报讯（小记者 林可臻 尤靖骐 杨诗垚）“哇，太震撼
了！”“原来消防栓还有埋放在地下的。”“我学会了如何拨打
119救援电话。”……21日，在晋江经济报社的组织下，晋江内
坑怀斧小学20名小记者走进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陈村消防救
援站，“零距离”接触消防员，学习消防知识。

当日下午 3时 30分，我们在陈村消防救援站门口集结完
毕，就见到旋转铁门缓缓打开，一排消防车出现在眼前。太震
撼了！那红色的车身好似熊熊烈火，牢牢刻在我的心上。“你们
了解多少关于消防的知识？你们认识哪些消防设备？认识逃
生通道标志吗？”在参观之前，身穿消防员制服的讲解员黄姐姐
问了我们几个问题，但大家几乎都回答不上来。

随后，我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晋江市应急消防科普
教育基地。活动中，我们认识了不同种类的消防栓、消防安全
标志，还在虚拟报警亭中模拟进行了报警流程，体验火灾模拟
逃生，学会识险、避险、自救、互救，并学习了危急时刻的结绳自
救方法。

在学习消防安全标志的时候，我认识了地上消防栓和地下
消防栓的区别。“消防栓的种类为什么要分成地上和地下？”有
同学问。讲解员姐姐回答说：“地上消防栓在南方比较多，地下
消防栓在北方比较多。北方冬天的温度低，水会结冰，你们见
过消防员用冰来灭火的吗？而地下消防栓的作用，就是给水保
暖，保证水的流动性。”

在模拟报警环节，我知道了拨打 119电话的时候，要先说
具体的火灾位置，然后告知是否有人被困火场、燃烧物是什
么、火势大不大等信息，消防员叔叔才能在最快的时间里赶
赴救援。据讲解员姐姐介绍，从警铃响起，消防员叔叔最快
能在 1分钟内完成出警，真是太厉害了。

“相信这次参观活动会让小记者们受益匪浅。”晋江内坑
怀斧小学老师尤月英告诉记者，此次活动，为小记者们上了
一堂生动别样的消防安全知识教育课，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
习消防知识。

探秘晋江市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内坑怀斧小学小记者体验“消防蓝”

通过这次丰富而生动的活动，我对
消防员的工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他
们的辛苦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对消防员
敬佩不已。 小记者 尤泽锐

在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消防知
识，学会了怎样防止火灾的发生，遇到
火灾该怎么做。我还学到了应对着火
时的诀窍——“小火快跑，浓烟关门”。

小记者 王灵灵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增长

了许多消防知识，还模拟了火灾逃生，
增强了自我保护能力。我有幸进入虚
拟报警亭，利用所学消防知识成功完成
了一次模拟报警。

小记者 尤靖骐
经过今天的学习，我懂得了消防员

拿的水枪与消防栓里的水枪不一样，消
防员拿的是高压式水枪，能将水喷到很
远的地方。 小记者 李桠洁

愉快的参观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
意犹未尽地结束了本次活动。经过这
次学习，我觉得每个人都能“摇身一变”
成为小小消防宣传员。 小记者 傅梓煊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尤月英 尤辉玲

小记者感言

近日，第二十三届泉州市学生信息素养提
升实践活动评选结果公示，晋江金井毓英中心
小学小记者许琪迎的创意编程《品味诗词之
美》获得了小学组一等奖。

这也是近三个月来，许琪迎获得的第三个
奖，可谓收获满满。今年暑假，她在晋江市第
二十三届中小学生美术、书法现场比赛中获得
小学组毛笔类比赛三等奖，科普动画作品《谁
被吃了》获得由泉州市科协、泉州市教育局联
合主办的第八届泉州市青少年科学影像作品
竞赛活动一等奖。

“常常在拿奖。”这是毓英中心小学所有老
师对许琪迎的印象。许琪迎是参赛“常客”，科
艺、编程、毛笔、朗诵、古筝、作文、用古诗说英
语等比赛，只要有机会，她都会争取参加。

许琪迎兴趣广泛，她最喜欢的还是编
程。学习编程不久后，许琪迎便参加了第二
十二届福建省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获得三等奖。

在老师陈一真看来，许琪迎能够经常获
奖，不仅因为她兴趣广泛，还因为她“爱钻
研”。为了一个作品的出彩，许琪迎会不断
尝试，并邀请语文老师指导文案的撰写，寻
求电脑老师的技术支持，请教美术老师图案
的设计与排版。而她自己则一次次尝试，以

求有新突破。
《谁被吃了》就是这么反复琢磨出来的。

这个作品是她从五年级学的食物链知识中得
到的灵感。从脚本创作、设计角色动画形象、
配音、剪辑到后期修补，许琪迎花了五六个小
时。由于时间太赶，她差一点想放弃，她说：

“我想着这是第一次和弟弟合作，还是克服了
时间问题，坚持参加。没想到获奖了。”

从三年级开始，许琪迎就加入了本报小记
者。从那以后，她的名字也活跃于报纸版面和

“晋江少年说”公众号。学校的小记者采访采
风活动总少不了她的身影；她积极投稿作文、
绘画、书法、抗疫视频、活动报道、感言等；她也
经常参加报社主办的小记者比赛，并获得不少
奖项。短短两年的小记者生涯，许琪迎过得十
分充实。“她勤积累，一有时间就与书为伴，慢
慢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她勤改文章，因为她
一直记得‘好文章是改出来的’。”陈一真说，

“勤”成了琪迎投稿的底气，而她的文字水平也
在投稿中提高了许多。

在许多人眼里，许琪迎文静、腼腆，金属框
眼镜下的小眼睛有时还有点躲闪和不够自
信。但真正了解她以后会发现，她有着一颗强
大的心脏。陈一真说，这大心脏的能量来自于
爱比赛、爱钻研、爱投稿“三爱”的滋养。

小记者之星

毓英中心小学许琪迎
爱比赛、爱钻研、爱投稿

本报记者 欧阳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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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令

“小记者之星”集合了！

本报讯（小记者 王梓灵 洪晓煊） 9月是感恩的
季节。近日，晋江金井瀛洲小学全体小记者分头对学
校老师进行采访，聆听老师讲述他们的从教故事。

我们首先采访了可亲可敬的蔡秋艺校长。蔡校
长告诉我们，她从 1995年开始从事教师工作，距离现
在已经有28年的从教经验了。采访过程中，蔡校长回
忆起一段难忘的经历：在之前任教的那所学校，每天
放学，无论狂风暴雨，老师都要亲自护送同学到村口，
看着同学们安全回家，才返回学校，“当时没有车，都
是步行送同学回家……”听到这儿，我深深地觉得当
年的生活真的很艰难，但蔡校长一路跟孩子聊聊家
常，让护送之路变得有趣温馨。

在采访中，我们也想知道老师在教学生涯中，有
没有遇到过烦心事，有没有想过放弃教书职业？这
不，大队辅导员陈雅欣老师就分享了一件事：她之前
教过的学生中，有两个特别调皮的，他们不但上课不
专心听讲，还在课堂上吵闹，作业也不做。陈老师怒
其不争，就把这件事反映给校长，校长给出的答案就
是把这两个同学中的一个调到同年段的隔壁班。听
到校长这么一说，陈老师却哭了，“毕竟相处了4年，虽
然他们平时很调皮，但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能说
分开就分开呢？”陈老师的这句话也让我们感受到她
心中的爱。陈老师说，当学生的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
候，她会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努力改变自己
的教学方式，尽量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学习。

通过这次对陈老师的采访，我们更加了解老师这
个职业，也明白了做一名优秀的老师真的很不容易，
要付出很多很多。从今以后，为了自己的成长，为了
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念师恩
瀛洲小记者对话“老”教师

采访中，蔡校长提到她教过的一名学生很努力认
真，即使父母工作忙碌，几乎没有管过她，可她依然好好
学习，深受老师的喜爱。她因为勤奋上进，最终考进了
福建师范大学，将来也会站上讲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我想，她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她学习！

小记者 张诗怡（五年1班）
我采访了胡老师。他从事教育工作27年，带过很

多届学生。在他的记忆中，有个学生非常淘气，平时也
从不注意个人卫生，作业更是不会按时完成。但胡老
师却发现了他的优点——每当有劳动，这名学生就抢
着干，看到哪里垃圾多，他都会积极打扫。胡老师就顺
着这个优点去表扬他，给他信心。就这样，他渐渐变得
爱干净，变得自信，作业也按时完成了。我想，遇见这
样的老师，是学生的幸运。

小记者 张阳（五年1班）
胡老师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我们学校。

在我们快乐学习的背后，都有他默默为我们做好后勤
工作的身影。当我们问胡老师“做教师辛苦吗？”的时
候，他粲然一笑，说：“辛苦，但很快乐”。仅仅六个字，
让我更加明白老师无私的爱。我也更懂得了叶圣陶先
生说的“教师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根草去的人”。

小记者 王瑛棋（五年1班）
指导记者 欧阳霆

小记者感言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通讯员 王玉盏）“安全无
小事，责任大于天。”为创建安全文明校园，营造良好的
教书育人环境，彻底根除安全隐患，保证教学秩序的正
常化、规范化，晋江金井毓英中心小学开展“校园安全
月”各项活动。21日下午，在陈秋娜副校长和吴东芽
主任的带领下，六年 5班的同学们开展“校园是我家，
我为安全来‘找茬’”活动。

同学们分成四大组对学校大操场、楹联碑林、纪
念楼、清楠楼、宿舍区等地方的安全隐患进行了认真
彻底的排查。同学们在校园里的各个角落找到一些
安全隐患：如道路不平整、石头路凹凸不平；花圃的
木板断裂、树桩的石头破裂；水沟上的金属框断裂、
金属物品生锈……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增强了同学
们的安全意识，有效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而且增强了孩
子们的主人翁意识。

毓英中心小学学子
寻找校园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通讯员 颜筱琦）为提高
全校师生在密集场所的应急避震能力，进一步深化全
校师生的防震减灾意识，21日上午，安海镇养正中心
小学新校区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随着第一次警报声响起，各班学生在老师的组织
下，迅速蹲下，躲在课桌下或者角落，并尽量蜷曲身体，
以降低身体重心防止自己受伤。第二次警报声响起，
各班老师立即组织学生弯腰低身，护住头部，沿着既定
的逃生路线有序撤离到操场。到达安全地点后，各班
老师随即清点人数，确保每位学生都安全抵达。

演练结束后，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副校长颜美亚
对本次地震疏散演练进行总结，强调安全无小事，要将
每一次安全演练当作一次“实战”，做到行动迅速、有序
撤离。本次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提高
了师生的自救自护能力，切实加强了学校的安全教育
工作，为创建“平安校园”夯实基础。

养正中心小学
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小记者到晋江市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小记者现场采访。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