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董严军） 25
日，“晋江市本土作家进校园”系列公益活
动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象山校区启
动。首场讲座上，晋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蔡长兴带来主题讲座《学生习作任务
初解——如何写出新奇有趣有独创性的
作文》，晋江二小、二小象山校区110多名
小记者到场聆听，并与本土作家互动交
流。本次活动由晋江市作家协会、晋江经
济报社主办。

本次活动前，蔡长兴就向小记者发起
写作问卷调查，了解小记者的日常写作习
惯、方法和困惑。“写作难，是每个人都有
的问题，所以你们不需要太焦虑。”讲座开
始后，蔡长兴通过问卷调查结果，点出了
小记者对于写作最大的困扰。不少小记
者听了以后，频频点头。

“同学们在写作中要学会不拘于形式
的想象。”讲座中，蔡长兴通过一些图片，
鼓励小记者展开想象，现场作诗。小记者
也积极主动参与。这不，当一幅雪景出现
在眼前，小记者康宸锐率先举手，他将看
到的画面用诗的语言娓娓道来。宸锐的
积极表现获得了肯定，但文字内容仍需斟
酌。经过蔡长兴的指导，宸锐有了灵感，
于是以画面中的树为主角重新创作。

通过这次创作，蔡长兴向小记者强调
了独创性的表达，让小记者学会寻找独特
的角度。经过他的点拨后，一幅简单的雪
景通过不同小记者，以游人、雪花等角度，
创作出了一篇篇生动有趣的诗。蔡长兴
还向小记者传授了独创性表达的简易方
法，即见物变人写、见人变物写等。通过
这个方法写作，小记者为一些静态图片赋
予了灵魂，让它们更有画面感。

《早发白帝城》《江雪》《静夜思》这些
诗对于小记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其
中有些奥秘是大家很少注意到的。蔡长
兴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等句子为例，告诉小记者写作要学会感官
的转移，“日常写作中可以将视觉转移到
味觉、听觉、触觉
等，不仅

要写看到的，也要写听到的、触碰到的。”
一场讲座下来，小记者的创作热情被

完全点燃，他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创作，迟
迟不肯结束本次活动。蔡长兴也拿出自
己的诗集作品《曝日》送给表现积极的小
记者。他对小记者的表现给予很大的肯
定，他表示：“孩子们的想象力是最丰富
的，但是因为平常的写作习惯局限了他们

的发挥。希望这次讲座，
能让他们有所启发，对

他们的写作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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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我来题

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音
乐学（钢琴）专业的王宇彤，曾是
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的小记
者。宇彤表示，她是家里的独生
女，生活圈子狭窄，自从加入本报
小记者后，她参加了不少小记者
活动，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在曾经参加过的小记者活动中，
宇彤记忆最深的是去亲亲食品
公司参观产品生产线。“我看到企
业通过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优质的产品，让亲亲的果冻受到
更多人的喜欢。他们爱拼敢赢
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而这种
爱拼敢赢的精神也成了我当时
奋发前进、奋发向上的动力。”

加入小记者后，除了参加
有意义的活动，宇彤也积累了
许多写作素材，对阅读与写作
的兴趣日渐浓厚，观察能力、沟
通能力和思考能力都有了很大
的提高，因此，她积极投稿本报
组织的各项作文比赛，也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她在“我和亲
亲有约”有奖征文活动中，作文
《亲情、温情——我和亲亲有
约》获得小记者组二等奖；在

“广电网络杯”我的幸福家庭时
光征文比赛中，获得小记者组
三等奖；所写的《我用我眼看家
乡》《我们班的“风云人物”》等
作文发表于《晋江经济报》。

宇彤说，她报名参加了3年的
小记者，这些日子不仅给了她美

好难忘的记忆，也让她的个人能
力提升很多。就现阶段而言，这
段经历对她在学生会团队建设
合作和创意开拓的工作中帮助
很大。“每每想起之前的小记者经
历，我都非常感激当初的坚持，也
感谢晋江经济报和晋江市安海
中心小学给我带来的机遇。贵
在初衷，重在坚守，希望弟弟妹妹
们也能在这里收获你们想要的成
长和沉淀。”

“老朋友”分享小记者故事

“希望你们能在这里收获成长和沉淀”

“晋江市本土作家进校园”公益讲座启动
首场讲座 蔡长兴传授独创性角度写作方法

通过这次讲座，我在蔡长兴老
师的指导下收获满满，不仅知道了
选材要新颖，而且明白了要运用多
种感官来对同一个事物进行全方位
描写。更让我兴奋的是，活动结束
后 ，蔡 老 师 还 送 了 我 一 本 他 的 诗
集。翻开一看，生活中普通的事物
也被他写得格外美好，希望我可以
将这次活动中学到的各种技巧融入
平时写作中，将技巧和寻常事物碰
撞，擦出不同的火花！

张佳麟（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六
年7班）

我们有幸聆听本土作家蔡长兴的
专题讲座，了解到如何写出新奇有趣
有独创性的作文。蔡老师生动有趣的
讲解，如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写
作其实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辛籽梵（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五
年5班）

文学是疲惫生活的精神救赎，听
了蔡长兴老师的讲座，那些关于作文、
诗歌创作的话题在蔡老师口中显得格
外有魅力，让我受益匪浅。

钟尚臻（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六
年7班）

跟着蔡老师，我们来到了诗歌的
世界，学习了怎样灵活运用各种手法，
写出独一无二的诗。蔡老师还希望我

们把诗歌的情意正确、清楚地表达出
来，细细品味，体会诗歌的美，探索诗
歌的神奇之处，时刻留心观察生活中
的美。

黄丹滢（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象
山校区五年3班）

经过蔡老师的一番修改，同学的
诗有了画面感。接着，蔡老师用自己
的话说出了图片的场景，我们要用一
长串才能表达出口的诗，老师只用了
几句话就表达得很有画面感，让我们
难以置信。

林欣悦（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象
山校区五年3班）

蔡老师教我们用幽默、生动、形象
的语言来描写图片，把静态的图片写
活了，让事物仿佛就在你眼前。通过
讲座，我明白了写静物的时候要用心
去倾听，去感受，去发现世界的奇妙。
诗不是单独语言，而是心灵与思想的
结晶。

练鑫泊（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象
山校区五年3班）

这次讲座让我受益匪浅，也明白
了：要想成为作家，就要博览群书，使
自己先成为书迷；要想成为作家，就要
留心身边的点点滴滴，多写多练。

向以轩（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象
山校区五年1班）

张书郡（晋江内坑柑市中心小学四年1班
大家好，我叫张书郡，就读于内坑柑市中心小

学四年1班。我是一个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小
朋友。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我喜欢看书、练
习写字，也喜欢和好朋友一起打篮球。最近我喜
欢上了玩魔方，已经在练习五阶了。让我们一起
加油吧，晋江少年！

家是我们的第一个学校，好的家风“润物细无
声”。每个家庭可能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训，我们家也不
例外，“做人知感恩，做事晓分寸”是我们家的家训。简
简单单的十个字，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我们一家都在
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

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共产党员。战争年代，年仅
16岁的爷爷洪建财，踊跃支前，肩扛 2颗炮弹奔向炮
位，保家卫国，被誉为“战地小老虎”。爷爷时常告诉我
们：“做人要学会感恩，做事要有分寸。”如今，“不吃老
本，要立新功”的他，充当围头红色讲解员，传承红色基
因，以一颗感恩之心为家乡贡献力量。

我的爸爸洪松枫作为家风家训的接受者和传承
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中枢作用。他言传身教，在疫情
防控期间，冲锋在前，报名当志愿者，关键时刻勇担
当。

爷爷和爸爸以实际行动诠释“爱党、爱国、爱军队，
为乡、为民、为家庭”的新时代“围头家国精神”，践行一
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不久前，学校开展《家风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
现场，我用毛笔写下了“做人知感恩，做事晓分寸”。一
直以来，我也传承并践行这种家风。疫情期间，战“疫”
英雄最美逆行，深深地触动着我小小的心灵。在奶奶
和妈妈的陪同下，我拿着自己平时攒下来的 500元零
花钱捐给村里的疫情防控专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我相信点点微光，终将汇聚成灿烂星河。

或许从没有人告知过我，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但
在家人们默默的行动中，我明白了家风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只因为，行动的力量往往更为强大！

“毓英中心小学家风家训”专栏展示①

凉风刚起，秋意正浓，你穿上“长 ”了
吗？“ ”在闽南话中表示袖子，“长 ”即长袖，

“短 ”即短袖。不同于普通话，闽南方言中有
一些对于日常衣着饰物的独特叫法。你知道
自己身上穿戴的衣物用闽南话怎么说吗？

闽南人把衣服、衣裳（包括上衣和裤子）
叫作“衫裤”，上衣统称为“衫”。夏天穿的汗
衫、T 恤我们称作“纱衫”或“纱仔衫”，马甲、
背心叫作“甲仔”。内裤叫作“里裤”，这是普
通话影响下的新说法，也是现在比较常用的
叫法。它也可以叫作“下底裤”。

漂亮的首饰比如项链统称为“链仔”，戒指
叫作“手指”，戴在手上的手镯叫作“手圈”。
耳朵上佩戴的耳环或耳坠，在闽南话中叫作

“耳钩”“耳坠”。“耳坠”在闽南话中也指耳垂，
指位于耳朵下半部，比较肥厚的那部分。

我们脚上穿的拖鞋在闽南有两种叫法，
“浅拖”或“鞋拖”。闽南人把凉鞋称作“空气
鞋”，之所以这么
叫 ，是 因 为 穿 着
空 气 鞋 ，脚 的 其
它部位都可以直
接和大自然空气
接 触 ，不 容 易 产
生脚气。

秋季昼夜温差
大，大家要注意保
暖，“不通寒着（不
要着凉）！”

说咱闽南话
闽南人的穿着饰物

扫一扫，学习更多发音

讲述者：洪琳崴家庭
家风家训：做人知感恩，做事晓分寸

家风，藏在行动中

晋江市罗山中学初三学生张紫
嫣，曾是罗山福埔小学的小记者。回
想起自己的小记者生涯，紫嫣最难忘
的是参加小记者现场作文比赛。

第一次参加小记者现场作文比
赛是紫嫣读四年级的时候。面对一
场市级比赛，要与高手云集的小记
者代表一起角逐奖项，即使认真做
了准备，紫嫣走进考场时还是有点
忐忑。令她惊喜的是，她获得了那
届比赛中年级组的二等奖。“这对我
来说是极大的认可，从此，我深深地
爱上了写作。”就这样，喜爱写作的
种子在紫嫣的心中埋下，从那以后，
她更加积极参与本报的话题、感言、
作文等投稿。

2021 年，已经小学毕业的紫嫣
凭借在小记者同题作文中的获奖，

获得直接晋级第十届小记者现
场作文比赛的资格。她也用一
等奖的好成绩为自己的小记
者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紫嫣翻阅着参加小记者
活动时的照片，过去的一幕
幕仍历历在目。“加入小记者
家庭后，我参加过徒步、爬
山、采访等一系列活动，各种
各样的活动经历让我学会了
坚持、理解。小记者这个平台

还让我爱上了写作，让我找到了
生活的乐趣，也找到了努力的方

向。”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刘泽宇） 11月8日记者节即
将到来，上周，我们特别推出
小记者“记者节”专栏，邀请
本报曾经的和在册的小记者
来分享小记者故事。征集发
出后，就有老朋友来回忆自
己的小记者经历。

北京师范大学王宇彤：
贵在初衷，重在坚守

罗山中学张紫嫣：
小记者平台让我爱上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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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紫嫣参加本报活动的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