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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我来题

明天就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这不仅是大记者的节日，也是小记者的节日。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我们共同的节日，在本报3版、4版，已“毕业”

的、在册的小记者分享了他们小记者生涯中的成长故事。

“记者节”特别策划

入职来的第六个记者节大概要在路
上度过了，再过几天，我将出差浙江。满
心期待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
有哪些“黑科技”亮相，又将探讨哪些科
技前沿话题？

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是十余
年前我在《晋江经济报》当小记者时收获
的最重要的礼物之一。因为好奇心驱
使，我有知晓周围环境的欲望、探索未知
的动力，还有抵达现场的渴望。

事实上，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收获远不
止这些。不管你将来是否会真的从事记者
工作，我想说，学会用新闻人的思维方式去
观察生活，或许会给你带来意外惊喜。

比如看待事情的方式。我们知道，
记者的本职是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

当不同人对同一件事发出不同声音
时，需要“先做事实判断，再做价值判
断”，这有助于得到更为客观的答案。

再比如认识人的方式。哈珀·李在
《杀死一只知更鸟》一书提到，“除非你穿
上一个人的鞋子，像他那样走来走去，否
则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这提醒
我们，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人和事，请不要
带着偏见去看待，应当懂得尊重。

时隔多年，在北京一个寒冷的深秋
夜晚想起这段小记者经历，内心晒满阳
光。很感谢年少的自己鼓起勇气打通
了那个报名电话，独自离家奔赴十
几公里外的报社，随后迎来一段
神奇之旅。那是梦想开始的
地方啊！

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

2012年，我加入晋江经济报小记者
大家庭。第一次参加小记者活动，生性
腼腆的我是被动参加参观晋江博物馆
的活动。当时，我一直抓着爸爸的衣角
不放，后来，在大记者的鼓励下，才松开
爸爸的衣角，逐渐融入小记者群体里。
后来，我参加了摘草莓、游渔村、烘焙
DIY、杨红樱见面会等活动，我从过去
被父母哄着去到后来主动参加，而且还
邀请好朋友一起参加；在活动写作方
面，我也从过去记账式记录到写有深度
的体验和感悟。

最感激的是2013年“六一”节，在报

社的帮忙下，我举办了“乐
在其中”杨心如书画展。
这次，我在面对大记者采访
时比之前大方自然，这得益于
我多次参加小记者活动。

没想到读初三那年，晋江一
中成立小记者站，我成功“返场”。虽
然毕业班学习繁忙，所幸拙作还有机
会登上《晋江少年》，这是我少年时代
美好的记忆。明天就是记者节，我祝
愿小记者们不负少年，美好连连，顺心
如愿！祝愿《晋江经济报》和《晋江少
年》越办越好！

从腼腆到大方

白玲玲(晋江安海西边小学原小记者，现嘉兴学院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学生）

我是在 2016年参加晋江经济报小记者，
曾在学校获得过优秀小记者、优秀班干部、
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尽管我在小学时只参加过1年的小记
者，但那一年的经历让我结识了很多优秀
的同学，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我在大
家面前发言时不再那么紧张，能够敢于说
出自己的见解，写作能力、表达能力也有

很大的提升。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小记者活动是参观爱

乡亲公司。当时，公司负责人很热情地带我们
参观了面包制作车间，车间里甜而不腻的面包香味

让我念念不忘。活动结束时，爱乡亲公司还给我们每人
送了一大袋的面包，心里很是感激。

如今，我已经小学毕业 6年了，非常感谢母校的悉
心培养和老师们的认真负责。希望学弟学妹们多多参
与小记者活动，祝愿学弟学妹们学习蒸蒸日上，生活平
安顺遂。

我的成长

从小学四年级起至六年级，我参
加了 3 年的小记者，在学校里获得了
很多参与活动的机会，开阔了我的视
野，让我拥有了更多美好的回忆。参
加小记者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
有了更多练笔的机会，提升了我的写
作水平，也培养了我比较外向的性
格。

在当小记者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
的一次活动是采访安海镇运动会。我记

得，那是我第一次采访镇长。我当时有
些胆怯，不知道如何开口，也担心在言语
表达方面表现不好。但是，在老师的鼓
励和陪伴下，我还是顺利完成了采访，心
里很有成就感。

希望小记者们把握好任何一个可以
开阔视野的机会，这真的会让我们受益
终身，也希望大家做一个外向开朗活泼
的孩子，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每
一天。

把握每个开阔视野的机会

我在小学四年级时正式成为一名小
记者，现如今，每每回忆起第一次参与小
记者活动时，那股油然而生的成就感与
满足感在心底萦绕。

印象最深刻的是参与“义写送春联”
活动。喂饱手中墨笔，落于艳红的春联
纸上，如行云流水，听着邻里乡亲的赞叹
与感谢，我心里的花开得娇艳欲滴。积
极参与小记者活动，不仅丰富了我的业
余生活，也提升了我的写作水平，我的作
文《爱要大声“读”出来》《国庆七天乐翻
天》和《镜子迷宫里“探”科学》等被晋江

经济报录用，这不仅是对我的莫大肯定，
也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如今，正处在初中阶段的我，对于曾
经参加小记者的经历十分感激与怀念。
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与团结互助能
力为我的初中生涯带来不小帮助。

时光如白驹过隙，曾经与其他小记
者们共“探”生活的乐趣，扩大了我的知
识面，加深了我对社会的认识，感谢沙塘
中心小学与晋江经济报社对我的栽培，
也希望所有小记者在团结协作中，共同
进步；在探秘生活中，体验社会温情。

活动中体验社会温情

吴佳佳（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原小记者，现陕西师范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加入小记者的。三年的
小记者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回忆和收获，直至
如今仍如若珍宝。

我记得，我们走进养老院，为爷爷奶奶打
扫房屋、欢歌载舞，教会我什么是“敬”与“爱”；
我们走进消防站，详细演示如何入高楼救援，更

亲身搭云梯上高空实践，教会我们有关“生命”与
“安全”；我们走进交警大队，在校门口协助交警维

护秩序，教会我们什么是“规则”；我们走进企业，感悟
家乡晋江的产业魅力；还有经典的每季度“同题作文”、各
种各样的趣味比赛……仅仅用“难忘”来形容小记者生涯
的这三年远远不够，或许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回想起以前写作时的真切心境，我还是由衷地、真诚
地、打心底里感谢小记者经历带给我的一切，让我成为一
个更好的自己。

小记者生涯经历的一条条、一件件，都在无形中，在
我的成长中，给了我超乎想象的勇气与力量，也让我学会
调节在正式场合的心态。希望大家不负成功，追逐成功！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欧阳霆 董严军
通讯员 许宝宝 文图

3日，晋江经济报社迎来一批特殊的
小客人，他们是本报心养小学的小记者。

记者节前夕，小记者了解了印刷术
的历史与文化，还采用活字印刷的方式
自己组诗词，并且印刷出来；了解了小记
者的稿件从编稿到刊发的过程，体验一
回小编辑。

解锁活字印刷术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

大发明之一。但“印刷术的发明需要满足
哪些条件？”“印刷术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呢？”带着疑问，小记者走进了晋江经济报
印刷博物馆，详细了解了印刷技术的演变
和发展。

其中，最吸引大家注意的，莫过于一
面铅活字墙。墙上摆放着一块块小小的
字模，大家探着脑袋仔细辨认上面的文
字。细心的小记者发现，这些字与我们平

常看到的有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这些字是反的呢？”好奇的小

记者在活字印刷体验中找到了答案。小
记者先拿出字盘，将诗词的一个个字排列
到字盘里；接着在已经排好的字板上均匀
地蘸上油墨；之后将宣纸轻轻地盖在字板
上；最后用工具将纸轻轻印压，拿起宣纸，
一幅印刷作品就完成了。看着亲手制作
的作品，小记者黄思宁感觉成就感满满。

探秘报纸的诞生
放下印刷的工具，小记者又化身小编

辑，走进晋江经济报全媒体编辑中心，了
解编辑的日常工作。

当天，小记者参与了《晋江少年》“花苑”
版的编辑工作。从编辑老师们的电脑中，小
记者看到了来自各个学校的小记者的投稿，
也尝试了投稿、修改稿件、投稿等步骤。就
这样，小记者们了解了一篇稿件从小记者投
稿到编辑老师修改完成的过程。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一张报纸的
诞生还要经过排版、校对、值班主任审

阅、值班领导把关定稿等程序。在美术
编辑、校对老师的示范讲解下，小记者纷
纷感慨：“一张报纸原来有这么多人付出
了努力。”

拿着新鲜出炉的版样，小记者杨毅泓
忍不住问道：“字这么小，看起来不累吗？”
听到这是编辑的工作日常后，小记者不由
得心生佩服。

新闻是怎样“炼”出来的

心养小学小记者走进报社“ ”
小 记 者 感 言

我本来觉得记者的工作很轻松，
只需要采访一些人就可以了，但是，
今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记者工作的
复杂性。他们要反复地检查稿件，费
时费力；他们的加班无定时，要看工
作需要，有时甚至得通宵；他们风里
来雨里去，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在外
面奔波……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在电
视上看到的一幕幕新闻画面，敬佩感
油然而生。

小记者王劼羽
一张看似简单的报纸从写稿子

一直到印刷出来，要经过不少的步
骤。经过这次活动，当我悠闲地捧
起那一叠厚厚的报纸，捧起的是报
社工作人员沉甸甸的劳动果实，捧
起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当我看
着那些繁多的文字，看到的是他们

辛勤工作的背影。
小记者尤思妍

我小心翼翼地将宣纸揭起来，纸面
飘出了淡淡的墨香，一首《早发白帝城》
就这样印好了。我欣赏着印好的作品，
发现我把“江”放反了。哎，这活字印刷
看起来容易，操作起来可真难呀！

小记者许可馨
我们走进了神奇的印刷世界，原

来，古人真聪明，能想出很多种印刷方
式。我们还体验了活字印刷，我觉得
很有趣，但是我想：古人如果要印刷
3000字，那要花多长时间啊！

小记者洪钰萱
我和同学一起完成印刷作品，可

是，不是把字弄错了，就是把纸弄破
了。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终于
印好了一张，真是不容易啊。这是我
第一次印刷作品，我要保存好它。

小记者杨欢迎

许娜菲（晋江内坑中心小学五年2班）

大家好，我叫许娜菲，就读于内坑中心小学
五年2班。我是一个勤奋好学、活泼开朗的女
孩子。我兴趣爱好广泛，喜欢写毛笔字、看书、
画画、打篮球，游泳等，但我最喜欢搭乐高，因为
可以征服各种难关，挑战自我！希望我和大家
一起加油。努力向上吧，晋江少年！

本报讯（通讯员 庄诗音 记者 蔡红亮） 11月 2
日，晋江市关工委联合大埔中心小学开展“五老”关工
委党史宣讲进校园活动。晋江市关工委党史宣讲团成
员、磁灶镇退休教师协会会长张国宗为全校师生带来
了《学党史 知党恩 跟党走》党史宣讲专题讲座。

张老师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他说，从
抗战、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再到改革开放建设新中
国、富强新中国，每一个历程所取得的胜利都离不开
前辈们的英勇奋斗。讲到长津湖战役时，张老师还
寄语广大青少年，作为新时代好少年，同学们一定要
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建设祖国
贡献力量。

讲座中，学生认真听、仔细记，纷纷表示要以史为
师、以史为鉴，立志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关工委之声

晋江市“五老”关工委宣讲
走进大埔中心小学

你在聊天中是否会经常使用语气词呢？闽
南人经常用语气词来表达自己当下的感情，我们
说话不加语气词，就像是土笋冻中少了沙虫、蚝
仔煎里没有海蛎。

“啊”算是闽南语中的万能语气词，与普通话
中的“啊”用法相似。用在句中表停顿、列举等，
比如“伊啊，真是缘投（他真英俊）！”它也可以放
句尾，表达肯定、疑问和感叹等，比如“拙贵啊（这
么贵）！”

“唸（近拼音[ni]）”与“偌[lia]”也相当于普通话
中的“啊”，“唸”是表肯定或推测的语气词，“汝来
唸（你来了啊）？”“偌”则是表感叹的语气词，看到
壮丽的景象时可以感叹一句：“不知若水偌（好美
啊）！”它还可以表达烦躁、不耐烦的情绪，比如

“我知偌（我知道啦）！”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让对
方“别说了！”

若是家长想催促小孩子赶紧写作业，则可以
说“夭不赶紧写写咧。”闽南语中，“咧（近拼音
[le]）”一般放句尾，除了表
达催促的意思，还带有祈
求、商量或嘱咐的意味，如

“较细腻咧（小心点儿）！”
普普通通的对话一旦

加上这些情绪化的语气
词，就带有一种独特的闽
南腔调。这大概是不管我
们走到哪里，就算讲普通
话，几乎都会被听出是闽
南人的原因吧！

张奕祺（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原小记者，现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大一学生）

直到现在，我依旧对2011年收到小记者证时的那份
喜悦和自豪印象深刻。

那时，我经常参加各种小记者有趣好玩的活动，总是
兴致勃勃地参加、意犹未尽地结束。如今再次回味 3
年的小记者生涯，感悟最深的还是在成为这一角色
后的收获与成长。

对于小朋友来说，玩具总是充满吸引力。一
次前往嘉利玩具厂参观，探索玩具是如何被一步
一步生产出来的。看着玩具在一条条流水线下
被涂色和组装，看着一个个玩具白模从神秘的方
形机器中穿过变成五颜六色，我已然沉迷其中。
经历过多场小记者活动后，我的心中便埋下了一

粒名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种子。
我要感谢这些小记者活动的经历，也要感谢恩师

和母校。正是有这些丰富的活动和优质的教育，让我的
小学生活得以成为其学习生涯中至关重要又不可或缺的
启蒙和积淀。

我的学弟学妹们，你们是幸运和幸福的。你们有更
优质的教育资源，有终身学习研究的教育从业者的精心
栽培，有更多元的学习和更丰富的实践。作为学长和曾
经和你们一样的小记者，我相信你们会在小学的生涯中
昂首阔步，一路繁花似锦！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说咱闽南话
闽南人的语气词

扫一扫
学习闽南人更多
语气词

王颖萱（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原小记者，现晋江市实验中学初二年学生）

王千慧（晋江安海西边小学原小记者，现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

杨心如（晋江一中原小记者,现武汉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学生）

李玲（晋江经济报直属站原小记者，现南方都市报记者）

吴佳佳

王颖萱

杨心如

李玲

白玲玲

张奕祺

王千慧

他们从北京、武汉、西安……发来祝福

难忘小记者那段新闻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