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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桢（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1班）

踏着清秋的阳光，我们前往石狮姑嫂塔。
山脚下，坡一眼望不到边，周边的一草

一木，留下岁月的脚印。来到宝盖公园的人
工小瀑布，远望如白帘，近看如散落的珍
珠。一滴滴小水珠飘散在身上，落、转、溅，
犹如舞蹈家的美姿。走到瀑布下，阵阵清爽
带走了秋的燥热。

抬头远望，斜阳红得可爱，站在高处托
起双手，真想把这抹红轻轻留在手心……

草儿、花儿各有各的姿态，柳树、桦树在
风中摇摆，片片叶子如黄色蝴蝶，从手中飞
走，飞啊飞……一直飞到尽头。鬼针草也不
少，摘一根，鬼点子便上心头。看着游兴未
尽的行人来来往往，我便往一个小哥哥后背

一扔，见他毫无察觉，我心里默默地乐了。
走走停停，不知过了多久，便走到了山

顶。姑嫂塔便矗立在眼前，五层八角空心楼阁
式的宝塔古朴无华，诉说着岁月的痕迹和动人
的传说。听妈妈说，这塔原名万寿塔。据说，有
个商人到海外做生意，久久未归，姑嫂两人就登
到塔顶望海，可却迟迟不见亲人回归的踪影，最
后思念成疾。因此，又称姑嫂塔。带着这份悠
悠情思，我们登上台阶，探寻宝塔，踩着一块块
岩石，在古老的土地上感受千年不变的情怀。

此时，月亮已悄然升上天空。我们搭乘
观光车下山，一路上还是人山人海。秋风拂
面，我们享受着沿路风景，有说不出的快乐。

夜晚的姑嫂塔散发着光芒，熠熠生辉，
如夜空中的一盏明灯留在了夜晚的星空，也
留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指导老师 吴惠茹

情悠悠 思绵绵

谢奕妍（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五年2班）

长耳朵、红眼睛、白皮毛、三瓣嘴，没错，
它就是“兔子”玩偶，是姐姐送给我的礼物。

它的耳朵长是长，不过是蓝色的，左耳
朵上还缝了“LOVE”的英文单词。它的脖子
上围着一条蓝色小围巾，身上穿着蓝色条纹
的衣服，脚上穿着蓝色的鞋子，总的来讲，它
是一只蓝色兔子。我给它起名叫“蓝良”，它
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总是笑眯眯的。

早晨，当我睁开眼睛，总要和它道一声
“早安”；晚上，它陪着我一起进入甜甜的梦
乡；无聊时，我逗逗它，和它说一小会儿话；
受挫时，它鼓励我。

一个夏日的傍晚，灯光下的我正专心致
志地做着作业。写着写着，就被一道数学题
给难住了。我冥思苦想，反复地阅读题目仍
旧不得要领。我把笔狠狠一摔，写好的草稿

也被我揉成了一团，丢到了地上。妈妈看见
了，轻轻地走了进来，俯下身子，将我扔在地
上的草稿捡起来，小心地展开，看了看被我
画得乱七八糟的草稿，指了指床上的“蓝
良”，微笑着对我说：“看，它要施魔法啦。”我
抬头看向“蓝良”，它的眼神仿佛对我充满着
鼓励。恩，我得赶紧完成，才能陪伴它。说
来也怪，当我再次提笔，认真地分析题目中
的每一句话时，我竟找到了题目中的突破
口，难题就这么解开了。那可真是“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呀。从那以后，
每当我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

“蓝良”那充满鼓励的眼神总能让我重新燃
起斗志。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经 11岁
了，“蓝良”陪伴了我一个又一个春秋，陪伴
了我每一个努力拼搏的夜晚，也成了我的心
爱之物。 指导老师 蔡娜娜

我的“蓝良”

郑诗雅（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六年4班）

在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中，你不经意间
撒下一串微笑，溅起朵朵水花，平淡的生活
也因此变得美好纷呈。也是这些微笑，让平
淡的生活更加精彩。

每当望着五颜六色的糖果时，那些悠悠
如浮云般的童年往事便涌上心头，一幅幅如
电影般的片段不断在脑海中浮现。

小时候，过年总要和表姐、表哥玩上个
两三天。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一，妈妈买了许
多糖果回来，我们几个争先恐后地抢着糖，
互不相让。最后，果然大事不妙——我被表
哥撞倒了，那时我还很小，摔倒了的第一反
应就是哭。表哥看了很惭愧，微笑着把一颗

糖果递给我并说道：“对不起，我太不小心
了，你先起来吧！”不知为什么，那个微笑像
一股能量，让原本哇哇大哭的我坚强地站了
起来，微笑让生活更美好!

还有一次，那段时间我净顾着玩，都没
好好学习。结果，老师来了一个突击检查，
我考得非常差。拿着试卷垂头丧气地回到
家，看到妈妈忙碌的身影，我情不自禁地哭
了。妈妈知道原因后，微笑着对我说:“没
事，一次小小的考试而已，别被这小小的困
难给打败了，以后好好学习就行了。”看着妈
妈的笑脸，我瞬间停止了哭泣。

微笑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想生活
更美好，让我们时刻保持微笑吧！

指导老师 张婷婷

微笑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许琪迎（晋江金井毓英中心小学六年2班）

大家好，我是一台洗衣机，我住在小主
人许琪迎的家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主人
们清洗脏的衣物。小主人总夸我能干呢！

哦，天啊，又有一堆工作了！还好这些
衣服都不脏，可重点是多呀！算了，慢慢来
吧，一点一点洗吧。等等，小主人在做什
么？她难道想让我一次性洗完这些衣服？
我的主人呀，你忘了吗？深色衣服和浅色衣
服要分开洗；贴身衣物和袜子要挑出来单独
洗，不能这样“大杂烩”一顿乱洗呀。

还好，小主人想了一会儿，仔细给衣服
分了类。她可担心她那心爱的白裙子被深
色衣服染色了。

开始放水了。水老兄，来吧，咱一起等
小主人按启动键吧！天啊，又到了转圈圈的
时候！转啊转，转啊转，哎，小主人又让我歇
一会儿。小主人，你要去干吗？哦，原来是
去拿洗衣凝珠和防染色片。太棒了，有了防
染色片，这些衣物颜色就更鲜艳了！不愧是
小主人，真是太机智了！

呼……工作终于做完了！下班了！休
息喽！太棒啦！ 指导老师 陈一真

洗衣机上班喽

李珮绮（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五年7班）

我读幼儿园大班时，干妈送给我一份生
日礼物——布娃娃。瞧，它头上戴了一顶红
色的帽子，又细又长的眼睫毛下藏着一双圆圆
的大眼睛，小嘴巴翘着，小脸蛋红得像个苹
果。我第一眼就喜欢上它。因为它身上穿着
一件红色带有花纹的衣服，脚上穿着红色袜子
和一双褐色的鞋子，所以我给它取名“小红”。

我把布娃娃“小红”放在我的床头，每天
抱着它睡觉。我会跟它说在学校发生的事
情：被老师表扬了，我会跟它分享我的快乐；
跟同学吵架了，我会跟它诉说我的委屈；比
赛获奖了，我会把奖状给它看；考试失利了，
我会抱着它痛哭……它总会静静地听我诉
说。在它那里，我总会得到安慰和鼓励。

依稀记得有一天，爸爸妈妈出去办事，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冷冷清清的，我感到
害怕。这时，我看到了坐在床头的“小红”，
把它抱在怀里，心里的害怕似乎被赶走了一

些。在它的陪伴下，我开始静下心来写作
业。它陪我吃饭，一起睡午觉……等到晚上
爸爸妈妈回家时，他们夸我长大了，我则悄
悄地对“小红”说谢谢。

这就是我的心爱之物，虽然现在我长大
了，不会再抱着它“过家家”了，但是我依然
很爱惜它。它是我永远的伙伴。

指导老师 蔡明珠

布娃娃“小红”

2021年4月，云南野象群北上的新闻报道，不知大家关注了吗？说起这个报道我可
是头号粉丝呢！于是，我在书店里找到了这本《勐宝小象》，如获至宝细细品读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以云南野象北上南归为题材，构写了发生在野生亚洲象的天堂——
西双版纳，一群保护野生亚洲象的英雄和象群之间共生互助的传奇。

群宠小象“勐宝”真是可爱极了！大象就像是人类亲密的朋友。守象人与大象的情
感更令人感动。我想这也是作者想表达人与自然生命间相互依存、友善的关系，呼吁人
们对不同物种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也在我的心中播撒下了爱护自然的种子。

读完这本书，我有一丝疑惑：书中象群是因为受到惊吓而躲起来，那云南野象北上
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此我分析了大象迁徙的原因，我觉得气候影响最有可能，因为大
象对周边的气候很敏感。象群兴许是感受到了气候危机，而决定北上迁徙。我想保护
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我们都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保护环境、爱护自然任重而道远，大家要积极响应，共创美好家园！
王梓灵（晋江金井瀛洲小学五年1班）

（恭喜“好书推荐官”王梓灵获得新华书店·百家万品提供的50元购书卡一张。）

谢婧熹（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海丝校区五年1班）

有人敬佩光彩夺目的娱乐明星，有人敬
佩硕果累累的科学家，而我也不例外，我也
有最敬佩的人，那就是环卫工人。

记得有一次，在骄阳似火、烈日炎炎的
午后，我放学回家，拿着冰水大口大口地喝
着，想以此来缓解这夏日的酷暑。此时耳边
不停地传来“沙沙，沙沙”的声音，我停下脚
步，环顾四周，发现原来是环卫工人在清扫
着马路两边的垃圾，顿时，“他不热吗？他不
累吗？他不辛苦吗？”一个个问题在我脑中
盘旋……看着他早已汗流浃背，豆大的汗珠
不停地从他的脸颊耳旁往下流，汗水浸湿了
他的衣服，而他并没有因此停下手中的工

作，仍继续清扫着地上的垃圾。不一会儿的
功夫，地上的垃圾已被他清理干净。

每当夜晚，我和爸爸妈妈下楼散步时，
也时常能看见环卫工人还在为城市的干净
默默付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不怕苦不怕
脏、默默奉献的环卫工人，日日夜夜为我们
清理那些污垢“魔王”，扫出一条条整洁宽
敞的大路，清洁出一座座美丽的城市，并为
此付出了他们一生的心血，才换来我们今
日美好的家园。

在此，我想说，为了我们的城市多一分
干净，空气多一分清新，我们应该要爱护环
境，不随手乱扔垃圾，只要垃圾不落地，城市
就会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美丽。

指导老师 杨艺艺

我敬佩的人

王梓涵（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六年3班）：在立冬
这一天，闽南家家户户都会“进补”。进补，顾名思义就
是吃一些像羊肉、牛肉等食物，这样一整个冬天都会不
怕冷。当然，姜汤、萝卜汤也是少不了的。因为这种汤
喝了不仅会让身体暖和起来，还可以预防感冒。

李子玄（晋江金井瀛洲小学五年1班）：二十四节气
里，我最喜欢的是立冬。立冬那天早上，妈妈很早就去
买面粉，准备包饺子所需要的材料。在妈妈的巧手下，
肉馅、虾仁馅、韭菜馅的饺子都做好了。阵阵香味飘入
我的鼻子，妈妈说：“别抢，人人都有份！”这一天，真美
好！

黄思婕（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四年3班）：有句谚语
说“立冬补冬，补嘴空”，每到立冬这一天，家家户户都
会准备各式各样的热补美食，有香煎大闸蟹、焖羊肉、
姜母鸭、四物鸡汤等。一家人围炉而坐，用美食与陪伴
开启这个温暖的冬天，这也是作为小吃货的我，特别期
待这个节气的原因。

张雅晰（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五年1班）：在我们北
方，冬至都有吃饺子的习俗。在我很小的时候，每逢冬
至这一天，奶奶都会告诉我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为
了保住我的耳朵，我都会大口大口吃！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知道冬至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冬至来临，预示着
冬天的到来。老家北方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乐此不
疲！而在南方，全家围吃汤圆，意味“团圆”“美满”。我
喜欢冬至！

蔡雨芯（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五年2班）：二十四
节气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寒。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
年，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和迎春的气氛。而那
桀骜不驯的梅花，正是在这时开放，散发出的清香令人
陶醉。大寒，既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也是新
一年的象征。

石甲第（晋江金井瀛洲小学五年1班）：二十四节气
中，我最喜欢的当属“立春”了！ 立春，顾名思义，就是
春天的开始，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老大”！俗话说：一
年之计在于春。随着立春的到来，沉寂了一个冬季的
大地也迎来了生机，万物开始复苏，温暖的春风取代了
刺骨的寒风，人们开始安排起新一年的计划和打算。
立春，总是在春节前后，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春节，是咱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到处喜气洋洋，小孩们
还可以收到压岁钱呢。

吴煜轩（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五年4班）：小暑，
是我最喜欢的节气。小暑中最快乐的时光，当然是在
阴凉处吃西瓜啦。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榨汁喝，都十分
美味。小暑一到，就意味着进入了炎热的夏日，我又可
以去游泳馆痛痛快快地游泳了！小暑，虽然风卷热浪
滚滚而来，气温居高不下，但水中嬉戏的野鸭和树荫下
鸣鸣的蝉声，都是独属于盛夏的精彩！

吴鑫鹏（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五年1班）：一年有
二十四个节气，我最喜欢秋分。秋分是一个五谷丰登
的节气。在这个节气里，各种农作物到了丰收的时候，
大地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农民个个笑容满面。在这
个节气里，还有一个易被人们忽视的是吃石榴习俗，桂
花也会在这个时候盛开，空气中飘满花香、果香，让人
无比喜悦。

这么多人喜欢立冬，是因为……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文化，是古代民众在长期实践中不断

求索、认知、总结的智慧结晶。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宣传片用中国式美学惊艳了世界，尽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藏
在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也值得品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动力。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勇于创新和实
践，努力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那么，小记者们，你
们想发明什么呢？

下期话题，一起来说说你想发明的一样东西，你发明它的缘由又是什
么？要求语言流畅，字数400字以内。

征集方式：发送文字至“晋江少年说”微信公众号后台，内容统一格式为
“【话题】小记者姓名（学校+年级+班级）+文字内容”。

截稿时间：2022年11月10日

我想发明……

下期话题

扫描二维码，听闽南语读美文。

话题

将将点点兵兵点点

我
推
荐

林昱如（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五年2班）：我最喜欢的节气，当属立秋。立秋
时节，刚刚结束了酷热大暑，这时候吹来一阵阵凉爽的风，猛然将人吹得神清气爽。
一到乡村，热闹极了。这样的时节，就算很短，农村人也会趁着这早晚间的清凉，在
地里忙碌起来。立秋，这位秋日来临的“报信人”，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秋日的凉爽，
还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和欢笑!

许家晟（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五年1班）：中国有二十四个节气，我最喜欢秋
分。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凉爽。在这个时节，橘子黄了，石榴笑了，空气中时
常弥漫着一丝香气，那便是桂花香。此时正是赏桂花、品桂花的时候。我将桂花洗
净，放入杯中，加入冰糖、热水；端起杯子，慢慢将它含入口中，细细品尝，犹如身处桂
花林中，享受着秋分带来的快乐。

李珮绮（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五年7班）：我最喜欢的节气是霜降。每到霜降，
外婆总会交代妈妈要买柿子给我吃。虽然我喜欢吃甜甜、软软的柿子，可为什么霜
降要吃柿子呢？原来，霜降有“吃丁柿，不然会流鼻涕”的说法。一个小小的节气也
有那么多的知识，而其背后还藏着长辈对我们的关爱呢！

王子颢（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五年1班）：闽南有句谚语，叫作“一年普通通，不
如补霜降。”这充分表达了闽南民间对霜降这一节气的重视。一旦打了霜，葡萄、
柿子等水果更甜了，连萝卜也有了甜丝丝的味道。大闸蟹膏满黄溢，各种海鲜也
到了最肥美的时期。霜降时节，闽南的鸭子都会卖得非常火爆。奶奶总是买回来
炖汤。在这秋高气爽的节气里，喝着暖暖的鸭汤，奶奶总会把鸭腿夹给我吃，真是
暖胃又暖心！

陈钰涵（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五年1班）：对于南方人来说，霜降季节一到，日夜
温差极大，路上人们一年四季的穿搭都有。而作为吃货的我，喜欢它是因为这时候
的柿子个头大、皮薄肉多，还多汁。妈妈说它能润肺化痰，而奶奶常念叨“霜降呷丁
柿，不会流鼻涕”，所以每到霜降，家里就会多出这一道水果。

吴梓涵（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滨江校区五年4班）：“霜降到咯！吃柿子咯！”霜
降那天，奶奶一大早就拿着一盘红彤彤的柿子，招呼大家都要吃。奶奶说：“吃了柿
子可以御寒保暖，强身健骨，主要冬天还不会流鼻涕呢！”我听了半信半疑。后面查
了一下资料，才知道还真有霜降吃柿子的习俗，而且竟与朱元璋有关。据说，朱元璋
小时候家里贫困，常常食不果腹。有一年霜降节，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饿得两
眼发黑，四肢无力。当他路过一个小村庄时，突然发现村边有一棵柿子树，上面结满
了红彤彤的柿子。朱元璋饱饱地吃了一顿柿子大餐，才得以活命。后来，朱元璋当
了皇帝，霜降日领兵路过那个小村庄，发现那棵柿子树还在，他思绪万千。多亏了这
棵柿子树他才免于成为饿殍，于是朱元璋封它为“凌霜侯”。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开
来后，就逐渐形成了霜降吃柿子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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