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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我来题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阮芳菲）
“期待现场作文大赛的到来，我已经准
备好了！”这阵子，要说各小记者站讨
论度最高的，莫过于小记者现场作文
比赛了。经过激烈的校内选拔，各小
记者站的参赛名单纷纷“浮出水面”。
成功入围的小记者马不停蹄地投入备
战中，未能脱颖而出的小记者也不气
馁，以此为平台激励自己勤写作。

作为“王牌项目”，各小记者站对
现场作文大赛均十分重视，校内选拔
成了挑苗子的主要途径。“选拔赛公
平公正，小记者们各凭本事突围，同
时这也是一场‘彩排’，帮助小记者们
提前感受氛围，熟悉比赛模式。”龙湖
强民小学小记者辅导老师施联珠告
诉记者，学校组织的选拔赛参照往届
现场作文比赛的模式，分为中年级和
高年级两个组别，分别设置了不同的
题目。赛后，四、五、六年级语文老师
组成评委团进行评审工作。值得一
提的是，为保证评选的公平公正，选
拔赛采取交替评审的方式，由评委老
师对选手的习作仔细品读、反复斟
酌，优中择优。

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军团庞大，
学校不断搭建平台，让更多小记者能
够展现自我。每届现场作文比赛，学
校都会从中择优组建队伍，与全市其
他优秀小记者同台竞技。因此，能脱
颖而出，争取到一个宝贵的参赛名额，
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学
校有百名小记者，优秀的很多，很开心
自己能代表学校出战。我会好好备
战，争取拿到好成绩。”就读沙塘中心
小学六年级的陈煜彬是学校小记者站
的积极分子。即将开启小记者现场作
文比赛的初体验，陈煜彬有一丝兴奋，
也有一丝紧张。

参加小记者现场作文比赛，有人
是“新手上路”，而有的小记者已是

“熟门熟路”。回忆起上届小记者现
场作文比赛，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小
记者李镕昕记忆犹新。彼时，他参加
的是中年级组，以一篇《家中有老虎》
的佳作摘得了该组别的一等奖，这给
了他更多的信心，激发了写作热情。
今年，李镕昕投稿更加积极了，凭借
在 2022 年第一季度同题作文中获
奖，拿到了直通现场作文比赛的“门
票”。本届比赛，他将转战高年级
组。“高年级组的竞争更加激烈，我期
待着高手对决，也期待着自己能够在
这个‘舞台’上继续发光发亮。”李镕

昕表示，自己最近都在为比赛积蓄能
量，积累素材，全力备战。

根据安排，晋江市小记者现场作
文大赛分设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安
海中心小学、金井毓英中心小学三个
赛区。比赛设小学中年级组（三、四年
级）、小学高年级组（五、六年级）、中学
组。比赛当天，主办单位现场公布作
文题目（不同组别题目不同），选手在
90分钟内，独立完成写作。小学中年
级组不少于 500字，小学高年级组不
少于600字，中学组不少于700字。届
时，主办单位将邀请专家评委，分组别
按一定比例，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
秀奖。

“现场作文大赛，我们准备好了！”
各校参赛名单出炉 小记者蓄势待发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已有小记者完成涂鸦作品
啦！近日，本报陆续收到小记
者的创意涂鸦作品。还没完
成创作的小记者也要抓紧时
间了，征稿将于本周四截止。

本报收到的第一份作品
是来自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
学的小记者吴伊馨。吴伊馨
擅长画画，经常向本报投稿绘
画作品。她也是本报绘画比
赛的“常客”，均取得不错的成
绩。这次知道有小记者创意
涂鸦比赛，她更是第一时间投
入创作，并积极投稿。

她本次投稿的作品主要以
蓝色、粉色、黄色为主，色调和
谐，画面充满了梦幻，让人眼前
一亮。她在底图空白处又增加
了提线木偶、动车等元素，同时
展现了晋江的现代化和传统文
化底蕴，十分用心。

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小记
者姚瑶的作品则充满了运动的
热情。她的作品以红色为主，
展现了晋江人热爱运动的一
面，洋溢着活力和朝气。

那么，你们想展现晋江怎

样的一面呢？喜欢画画的小记
者不要错过这次机会。用你喜
欢的，或者你认为合适的色彩
来装点大美晋江。

需要提醒的是，本次大赛
以“爱晋江，向未来”为主题。
小记者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晋
江少年说”相关推文，扫描二维
码下载预赛的涂鸦底图，底图
统一为A4规格黑白稿。本次
预赛提供的底图主体为晋江市
第二体育中心。小记者可以在
底图空白处添加内容，丰富自
己的作品。

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绘画工具不限。预赛时，每
名参赛者只能报送一件作品参
赛。所有参赛者需在作品背面
注明本人的姓名、年级班级、指
导老师、联系方式等。作品统
一于 12月 8日前，自送或邮寄
至晋江市梅岭街道长兴路 619
号报业大厦18楼小记者教育部
（联系人：阮小姐；联系电话：
18960206865）。届时，将从预
赛提交作品中选出50件优秀作
品晋级决赛，决赛要求现场限
时完成创作。

创意涂鸦比赛已收到部分作品
温馨提醒：本周四截稿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通讯员 黄明
丽）一提起写作，许多同学就感到头痛，提起笔望着
题目发呆，总觉得无话可说。这样的烦恼，晋江灵源
灵水中心小学不少小记者也有，幸运的是，有人给他
们“传经送宝”来了——“晋江市本土作家进校园”
系列公益活动第四场走进灵水中心小学，晋江
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常婷为小记者们
带来了一场主题为“细节与想象——写作
灵感的来源”讲座。

讲座伊始，王常婷老师首先对小记者
发起调查，了解小记者日常写作困难的地
方。话音刚落，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发
言，纷纷表示写作的确是自己学习路上
的一座大山，急需高人指点成功攀越。
听了大家的“吐槽”，王常婷会心一笑，在
写作道路上耕耘多年的她显然能感同身
受。她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小记者，首先要放
下畏难心理，从身边的事写起，写自己最熟悉的
事情,写自己最想表达的情感与想法。“不要给自己
设定什么目标，加上什么框框，写作是一个过程，从敢
写到能写，再到会写。”王常婷说。

众所周知，一篇好的习作，离不开选材。“选材
是根据主题需要，有目的地选择恰当的材料来表
现主题，产生最好的效果。”讲座中，王常婷和小记
者们分享了积累素材的三个“锦囊”——留心观察
生活、多读多记做摘抄、有灵感时要随身记。王常
婷还提到，大家平常要仔细观察捕捉细节。她通
过一个个生动翔实的案例，让小记者们明白了写
作要从生活细节中寻找灵感，要向书本寻找灵感，
从视频中寻找灵感。

写作需要想象，这是王常婷送给小记者的另一
个写作“法宝”。“在生活和阅读中获得的东西要通过
深入思考、通过感悟才能成为作文的材料。想象能
给你的写作带来很多不一样的精彩。”王常婷表示，
写作时，眼前的“实景”与想象中的“虚景”要注意过
渡、衔接，做到妥帖、自然。

“晋江市本土作家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④

晋江作协副主席王常婷 积累与想象是写作的翅膀

小记者感言

这次讲座我收获满满，原来细节与想象也可
以是写作灵感的来源，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素材等
着我们去发现。今后，我要用心观察生活，发现
身边的美，想象美、表达美。

欧阳伯（六年2班）
听了王老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平时要多读书，多观察生活，多积
累素材，当我们提笔写作时，就有源源不断的灵
感，作文也能写得精彩。

吴家豪（六年2班）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7岁多
开始写诗，至今写了 200多首，10岁
出个人诗集……近日，晋江经济报龙
湖阳溪中心小学小记者吴桐的第一
本个人诗集《为一棵梧桐署名》出版，
其中收录了60多首诗。

吴桐出生于 2012 年，是阳溪中

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她的父母是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晋江市作家协会
主席、诗人吴谨程和福建省作家协
会会员、晋江市作家协会诗歌专委
会主任林娜，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

“诗二代”。
家里藏诗数千，从小阅读大量国

内外儿童诗，比如泰戈尔、金子美铃
等诗人的儿童诗；在家里，父母谈论
最多的是诗歌，见识过父亲对诗歌的
痴迷；经常跟着父母到处采风、参加
研讨会……“谈笑有鸿儒，往来皆诗
友”，耳濡目染之下，吴桐总能在与大
人对话时频出“金句”。她说，父母记
录，便有了“吴桐诗语”。慢慢地，诗
歌在她心中埋下了种子。她在《我的
诗人老爸》里写道：“为诗而生的老爸/

把一生活成诗/他写大海栖居/他写岁
月静好/我接过他的笔/给大海重新定
义/波浪是一种态度/春暖花开/诗歌
就是其中的一朵。”

2020年，晋江文艺界发起“以诗
抗疫”活动。吴桐写了一首《武汉，
加油！》响应，这是她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首诗。彼时，林娜读着这首诗，
内心充满诧异和惊喜，她形容“如同
首次端详她初生的样子”。但为了
保持孩子的天性和独特敏锐的童
心，林娜夫妻俩没有刻意要求和引
导孩子写诗。

直到2021年秋天，在和父母的一
次谈话中，吴桐问道：“我要写多少首
诗才能出一本书呢？”吴谨程告诉她
至少要写到100多首。吴桐觉得这个

数量有点多，但讨价还价不成后，还
是应了下来。出书便成了吴桐创作
诗歌的动力。从那以后，她便一发不
可收。爸爸吃鱼、妈妈的唠叨、下雨
天、路边一颗被丢弃的蛋黄……生活
中普通平凡的一件件事，都被她写成
一首首妙趣横生的诗。

那段时间，得益于阳溪中心小
学低年级“写话”教学的滋养，吴桐
在写作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灵
感迸发的时候，她一天最多能创作 7
首诗。一本普通的笔记本、一行行
稚嫩的字，再配上简笔画，不知不觉
间，吴桐创作了 200多首诗，比原计
划多了不少，这连她自己也没想
到。在林娜看来，女儿自觉、自律，
做事有计划、有目标，并主动为之付

出努力，他们夫妻俩兑现承诺的时
候也到了。于是，出版诗集被提上
了日程。

12月，吴桐即将迎来自己的 10
岁生日。生日前夕，个人诗集《为一
棵梧桐署名》出版，这是她给自己的
一份成长礼物。不仅如此，她还给自
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和大目标。小目
标是身为学校文学社副社长的她，希
望能凭借这本诗集竞选上文学社社
长；大目标则是和父母一样成为作家
协会会员。

“相对于成人，她稚嫩、单纯；
相对于同龄人，她又丰富、立体。”
林娜表示，希望女儿继续在创作诗
歌中发现生活的美，保持对生活的
热爱。

将平凡生活写成诗

本报小记者吴桐出版个人诗集

本期报头题写：
吴梓荧（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四年2班）
大家好！我叫吴梓荧，就读于安海成功中

心小学。我是一个自信、勤奋好学的女孩子。
我兴趣爱好广泛，喜欢舞蹈、书法、绘画等，其中
最喜欢的是绘画，因为它可以让我完全放松自
己，沉浸其中。加入小记者队伍之后，我的小学
生活也跟绘画作品一样丰富多彩。我会好好珍
惜这样的机会，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更优秀！

本报讯（通讯员 苏玉婷 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
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走进晋江市第二实验
小学，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让学生们近距离
感受木偶戏的神奇魅力。

现场，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叔叔阿姨为
孩子们表演了木偶剧《司马光砸缸》《虎趣》《愚公移
山》等节目。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木偶形
象，一段段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无不展示着木偶戏
的魅力，每个故事都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富有启迪和
教育意义。

简单的舞台、形象的道具、引人入胜的情节，深深
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他们随着剧情，时而紧张、时而
兴奋、时而欢呼、时而鼓掌，气氛十分热烈。

本次木偶戏进校园活动，不仅增进了学生们对木
偶艺术的理解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还激发了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与热爱，让他们更深切地感受
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木偶戏进校园
有趣又有启迪性

秋冬时节，大人们常常会叮嘱孩子多穿
衣服，不然会着凉。在闽南语中，着凉叫“寒
着”，感冒也可以叫作“寒着”。“寒”在闽南话
中有冷、寒冷的意思。

闽南语中用来形容冷的词语还有很
多。“凊”即凉，如果天气只是凉凉的，我们
就可以说“凊凊”或“秋凊”。再冷一点，可
以说“情寒（很冷）”“拙寒（这么冷）”或者

“夭寿寒（真冷啊）”。冬天不出太阳，气温
又特别低，你感到特别阴暗、干燥或者寒冷
的时候，就可以用“乌寒”这个词来表达，它
的意思是阴冷、干冷。“寒漏屎”经常被父母
用来告诫孩子注意保暖。“漏屎”即拉肚子，
冷到会拉肚子的
程度，可以想象天
气是多么寒冷了。

天冷了，大家
要吃饱穿暖喔！不
要“爱水不惊流鼻
水（爱美不怕流鼻
涕，用来揶揄那些
天气冷，却还穿着
很少衣服的人）”
哦！

如何用闽南语形容天气冷

扫一扫，学习更
多发音。

以前我在写作时总感觉缺乏素材，
通过这次讲座我明白：生活积累与想象
力是写作的两只翅膀。想要提高写作
能力就要多留心生活，多从细节着手去
感悟，平时也要多注意摘抄。

吴依琳（五年4班）
多去观察生活，用心去感受世界

的美，你也会发现，原来写作有这么多
素材！

吴静雯（六年4班）
在生活中只要细心观察，你会发

现，就算是与父母的一小段谈话，或者
一句话，它都可以是我们的创作灵感；
有时我们在阅读中看到一段文字也会
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其实素材无
处不在，只要我们用心感受与体会。

吴泽豪（六年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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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举行校内选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