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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我来题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今年
11月 8日是第 23个中国记者节。这
既是大记者的节日，也是我们小记者
的节日。

记者，记着。和大记者们一样，
晋江经济报小记者们也学习着用自
己的视角，观察并记录下身边的变化
与生活的点滴。

为了迎接属于我们小记者的节日，
我们将特别推出小记者“记者节”专栏，
欢迎本报曾经和在册的小记者给我们

投稿，分享你的小记者故事！

故事征集
讲述那次难忘的经历

采访现场中，有我们小记者忙碌
的身影；乡村田野里，有我们小记者
撒欢的笑声；各种比赛里，有我们小
记者自信的脸庞……曾经的老朋友，
现在的新朋友，你们是否还记得那次
难忘的小记者活动？

晋江经济报小记者总团成立至
今已有十多年，不仅给广大晋江青少
年搭建了一个展示风采的广阔舞台，
同时也让众多青少年有了独特的童
年记忆。小记者们可根据自己的实
际经历，畅谈各自的小记者生涯中最
难忘的体验，说说小记者带给你的收
获。字数600字以内。

投稿方式：以word文档形式发送
至邮箱 jjsnhzy@163.com，来稿注明姓
名、学校、班级、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

邮件主题统一为“我的小记者故事”。

照片征集
留住美好时光的瞬间

照片是时间的剪影，可以留住美
好时光的瞬间。翻看一张照片，就能
想起一段经历。请分享一张你作为
本报小记者时的照片，以参加活动、
采访的照片为主，来稿时请用文字向
我们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投稿方式：以 jpg格式发送至邮
箱 jjsnhzy@163.com，来稿注明姓名、
学校、班级、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邮
件主题统一为“我的小记者照片”。
照片要求原图高清，不要有水印、贴
纸等样式。

本次征集截稿至 11月 5日。征
集期间，《晋江少年》周刊将陆续刊登
小记者的来稿。让我们在这些故事
和照片中，感受和牢记那份好奇、热
爱与坚持！

同迎记者节 说说你的

陈俊宇（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3班）
大家好！我叫陈俊宇，就读于晋江市第

二实验小学四年3班，是个乖巧懂事、心地善
良、自律自强、求知欲强的孩子。我兴趣爱好
广泛，平日里打乒乓球、打篮球，让我阳光自
信；下象棋、学编程，让我善于思考。自从喜欢
上了写毛笔，我慢慢领略到了“书香能致远，练
字更清心”的含义。练字让我学会了静心、静
气，还不断地陶冶了我的情趣。希望加入小
记者后能锻炼我各方面的能力，开阔视野。

本报小记者 施雅晴（四年4班）文图

说起“盼盼”，大家都很熟悉吧?这个食品龙头企业是如
何一步步成为晋江品牌的一张名片？它与北京冬奥会又是
如何结缘的？带着一连串的问号，10月 22日，晋江市第二
实验小学47名小记者快乐出发，前往福建盼盼饮料有限公
司参观，领略晋江企业的魅力风采。

“好香啊，这是小面包的香味吗？”一下车，一股香味扑
鼻而来，我们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美味可口的小面包，个个
垂涎三尺。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来到了生产车间参
观通道，一条条科技感十足的自动化生产线映入眼帘，场面
甚是壮观。车间干净整洁，工人们专心致志地操作着，一派
井然有序。听工作人员介绍，从和面、成型、烘焙、冷却，再
到最后的包装，盼盼食品这个综合面包生产车间实现全程
生产人手零接触，同时通过 5G系统和硬件设备的有效融
合，车间环境也实现了智能管控。听完介绍后，小记者们忍
不住竖起大拇指，为盼盼点赞。

当天，我们戴好口罩和头套，做好洗手等清洁工作，化
身为小小包装员，来到了包装车间。我们需要把这一个个
可口的小面包包装成袋，每袋可装15个小面包。

“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把小面包装进去就好了吗？”一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小记者都不把这项工作放在眼里，
觉得这是一项很简单的操作。可当真正实践的时候，我们
才发现，其实一点也不简单。这不，有的小记者怎么也装不
好，小面包在袋子里都快“挤”变形了；有的小记者泄气地发
现，袋子压根装不下 15个小面包；有的小记者胡乱将小面
包塞进包装袋，袋子鼓鼓的，一点都不平整……再
看看一旁的工人，不过几十秒就装好一袋，包装
得又快又好。“所以，做什么事都讲究‘熟能生
巧’，平常要多练习，勤练习。”小记者们不禁
感叹道。

你以为盼盼只是生产小面包吗？那
就大错特错了。不信就到盼盼的展厅看
看。香香脆脆的薯片、金澄澄的小面
包、可口的乳酸菌料……一进展厅，
琳琅满目的食品引得小记者们惊
叹不断，展厅里“哇”声一片。

活动最后，我们还一边品尝
盼盼生产的美食，一边观看盼
盼的宣传片，了解盼盼的企业
文化。这次活动，无论是实地参
观，还是观看宣传片，都让我们看
到了盼盼这家晋江企业的实力与担
当，在它的身上涌动着晋江人爱拼敢
赢的精神。

指导记者 欧阳霆 董严军

把好吃的零食带到全世界

本报小记者的
盼盼“甜蜜之旅”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这‘黑科
技’不得了啊！”“安踏企业真是晋江的骄
傲！”……日前，晋江池店溜滨中心小学小
记者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采风——前
往 982安踏创动空间探秘，领略家乡企业
的魅力风采。

一下车，小记者们就发出一声声惊叹，
眼前现代感十足的建筑令人眼前一亮，大
伙儿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参观了。在小姐姐
的带领下，小记者们来到了安踏博物馆。
戴上耳机后，探秘之旅开启了。在讲解、光
影和科技等多重互动交织下，小记者们更
深入了解了安踏企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奥运
展区了，那熟悉的奥运战服和战靴一下子
将大伙儿的记忆拉回了精彩的奥运会赛
场。小记者们上前仔细观察，了解其背后
故事，流连忘返。

当天，小记者们还亲身体验了创动空
间内的“黑科技”——冷冻室，在南方就能
感受-10℃的北方的冷。此外，滑雪、攀岩
等项目也让小记者们感受到了982安踏创
动空间的智能与黑科技，现场惊叹声不断。

此次安踏之行，“将超越自我的体育精
神融入每个人的生活”的安踏使命，大大鼓
舞了小记者。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拼搏，
力争上游，发扬“晋江精神”，尽己所能为家
乡的发展和建设画下自己浓重的一笔。

近距离接触“黑科技”

溜滨中心小学小记者
小记者感言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双金色
运动鞋，它是为奥运健将吕小军量身
订制的，在能承受一吨的重量的同时
还能够防滑。本次活动，我感受到了
安踏“永不止步”的精神。

邱皓婷（四年3班）
从安踏身上，我们能看到晋江人

爱拼敢赢的风采。这么多年，安踏始
终不忘初心，坚持严把质量关，努力做
到行业顶尖，成为晋江的一张名片。

陈佳钰（五年3班）
“永不止步”包含了安踏公司永

不放弃、不断突破、力争上游的企业
文化，这也是我们晋江人“爱拼会赢”
的精神写照。我们少先队员要学习
这种遇到困难不轻言放弃，勇于迎难
而上、超越自我的精神。

林靖雯（五年3班）
安踏982中心展馆就像一本书，

讲述着安踏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晋江走
向中国，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在
蓬勃发展之后，安踏不忘反哺社会，热
心公益事业，为穷困山区的孩子们送
去了资助，让他们穿得起鞋，上得起
学，是一个有爱心的企业。

李乐帆（六年5班）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近日，晋江市关工委组织
调研组到晋江市老年大学、青阳街道崇德小学（市关工
委国学教育基地）、凤垵小学（市关工委科普教育基地）
调研, 进一步加强组织和工作覆盖，推进青少年教育
阵地建设。

在晋江市老年大学，调研组一行察看了老年大学
关工委办公室及“五老工作室”，并认真听取有关工作
情况的介绍。调研组表示，希望市老年大学加强关工
委和“五老工作室”建设，充分发挥“五老”在教育引导
和关爱保护青少年方面的优势作用，为推进晋江市新
时代关工委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凤垵小学，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基地科普设施
及近年来开展各种科普教育活动情况，并希望基地进
一步加强建设管理，在提升青少年科技素养方面发挥
更大的作用。

在崇德小学，调研组一行现场观摩了基地开展书
法、花样跳绳、经典诵读等国学教育活动，并希望基地
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普及工作，助力青
少年健康成长成才。

晋江市关工委领导
调研基层关工委工作

你知道在闽南话中，天气晴朗怎么表达吗？闽南
人将“天气”称作“天时”。天气晴朗便是“好天”或“好
天时”，乌云密布的阴天即“乌阴天”。坏天气则一般说

“否（亦常写作‘歹’）天”“否天时”。
打雷、下雨、刮风等气象在闽南话中也有与普通话

不太一样的表述。打雷，我们叫作“亭雷”；“闪电”是
“薛那”或“叱掣”；下霜叫“落霜”；下雪叫“落雪”；起雾
则是“罩雾”；下雨叫“落雨”或“雨来”；又打雷又下雨，
我们称为“西北雨”，即雷阵雨。闽南的雨季偏长，常常
会有一连下好几天雨的时候，雨下多了容易有洪水、涝
灾。洪水在闽南话中叫作“大水”，干旱则叫作“苦
旱”。刮风是“起风”或“风来”。闽南地区在夏季常常
会刮台风，我们把台风叫作“风台”。

天冷的时候，我们会用“寒”“冷”这几个词来形
容。相反，“热”“大热”或“烧热”等词则用来表达天气
热。冷天即“寒侬（人）”，热天即“热侬”。不冷不热的
天气，闽南人通常会用“半寒热”来表述。若是天气凉
爽、温度舒适，闽南话
中“秋凊”这个词就可
以很好地概括了。太
阳很大，阳光猛烈，我
们可以说“日头大”

“日炎”，太阳很晒，则
可以说“曝”。比如

“今旦日头大，野曝”，
意思是今天太阳大，
很晒。

如何用闽南话形容天气走进安踏

扫一扫 学习更多闽南人的天气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