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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欧阳霆

从2022年秋季开始，劳动课成为义务教育
阶段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中小学课堂。晋江
各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课程，将日
常生活中必需的技能带到课堂，让学生积极地
投入实践劳动，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让青少年
不止会天文地理，也懂柴米油盐，让学生会生
活、爱生活。

劳动教育落地生根后，不少晋江青少年积
极参与其中。这不，烧菜成为很多青少年拿得
出手的一项技能。更有学生利用这个寒假，为
家人做一道菜，增进厨艺。

一道菜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或者是一
个牵挂，也可能是一段绕不开的情谊。2023
年第一季小记者同题作文将以“我的拿手好
菜”为主题，面向本报在册小记者征集。小记
者需介绍一道自己的拿手菜，并讲述你与这
道菜之间的故事。文章内容要求真实、积极
向上，文笔流畅，感情真挚。题目自拟，字数
600字~1000字为宜。

小记者同题作文比赛由晋江市教育局、
晋江经济报社主办，晋江市新华书店协办。
主办单位将根据来稿数量和质量，评出一、
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其中一、二、三等奖由
晋江市教育局、晋江经济报社联合颁发证书
（获奖证书上注明指导老师姓名），晋江市新
华书店提供购书卡作为奖品；优秀奖由报社
单独发给鼓励证书。

投稿须知：来稿统一采用word格式，发送
至邮箱jjjjbxjz@163.com。文章后需附上小
记者姓名、学校、年级、班级、指导老师姓名和
家长联系电话等信息。

截稿日期：3月31日

2023年第一季小记者同题作文

“我的拿手好菜”

许少杰（安海桥头中心小学）

“小孩爱年叨，大人乱糟糟”，爆竹声中，我们又迎
来了一个热闹的春节。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闽南人，
在闽南地区，“年叨”有许多独特的习俗，例如：蒸春
卷、炸丸子、蒸碗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蒸
碗糕。

今天是农历廿七，一大早，我便看见奶奶拿出一
根木棍搅和着一个装着甜米浆的大红桶。奶奶那行
云流水的动作，让我不禁跃跃欲试，我伸手拿走奶奶
手里的木棍，学着奶奶的动作用力一转，好不容易才
转了一圈。奶奶敲了敲苦着脸的我乐呵呵地说：“熟
能生巧！”

“等发酵十个小时再来蒸，这样蒸出来的碗糕才
有弹性，不会发酸……”奶奶说着，便在红桶上盖上
蒸笼盖子，等糕液自己发酵。“奶奶，明天的碗糕让我
来蒸，可以吗？”我一本正经地恳求奶奶 。“好，好，
好。听说烧菜现在也纳入学校课程了，正好趁这个
机会让你感受感受什么是柴米油盐。”奶奶居然爽快
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一边在灶房里生火烧水，一
边让我在蒸笼里面摆满糕碗，还不忘叮嘱我：“蒸碗
糕时，一定不要数锅中有几碗，不然脸上就会长麻
子。蒸的前面 15分钟要用大火，这样才能蒸出开花
脸的碗糕。”“现在可以倒甜米液了，记住八分满就
好。”我按照奶奶的提示，小心翼翼地拿着勺子往瓷
碗里舀进雪白的甜米液。“等水烧开再把蒸笼放进大
锅里，盖上蒸笼的盖子，用大火烧。”奶奶一边指导
我，一边计时。

不久，当蒸笼中烟气四溢的时候，我便迫不及待
地要伸手去开盖子，但得到的却是迎面而来的臭骂：

“你是不想吃了吗？太早开盖就开不了花，也就没了
好成色。”我连忙把刚伸出去的手迅速抽回。两个小
时总算熬过去了，奶奶掀开盖子，碗糕都熟了，原本一
碗平平的碗糕液盛开成一朵朵白色的花，上面还微微
冒着烟，奶奶脸上的皱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心满
意足的笑容。奶奶笑着说：“笑了，笑了”……原来碗
糕制作过程需要发酵，蒸煮，有“发发发”的寓意，象征
着一家子蒸蒸日上，以此寄托心中美好的愿望……

蒸好碗糕，将碗糕晾凉，这时有个特别的环节“点
红”。奶奶便握着我的手教我为碗糕点红，小红点点
缀在碗糕正上方，就像吹落于白雪地中的红梅。大功
告成后，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碗糕，用力一咬，香味
瞬间扑面而来，香甜、有嚼劲，令人回味无穷！

甜甜的碗糕凝固成了舌尖上的闽南年味，氤氲着
闽南人对新一年生活的期许。吃上一口，在那股淳朴
的米香味里，所有的闽南情怀将被一一唤醒。碗糕甜
甜，又是一个幸福年。

指导教师 吴依露

碗糕甜甜

柯东烨（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

从上学期开始，我们的课程表上多了
一门功课——劳动。这不，本次寒假作
业，我们的劳动作业便是——学做一道

“拿手好菜”。
说起“拿手好菜”，我的口水便垂涎

三尺，因为我想起了“妈妈牌煎牛排”。
于是，我跃跃欲试，寻找机会试着学做

“煎牛排”。
那天，我正在看书时，妈妈走了过来，

说道:“小烨，你不是一直想煎牛排吗？那
今天你来煎吧！”听到这个好消息，我激动
得立马冲进厨房，恨不得立刻开始动手。
这时，妈妈走过来说:“别急，你得先掌握
好煎牛排的步骤，才能煎好。”随后，妈妈
便开始一步步教我如何操作，但那时的我
太激动了，妈妈说的话我压根没记住，等
到妈妈说可以开始了，我才反应过来，但
那时我不想丢面子，便硬着头皮开始煎。

不出所料，我煎出来的牛排黑乎乎的，我
尝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那时我觉得我
没有天赋，但妈妈安慰我说这是我第一次
煎牛排，已经很好了。

我心里也在想：“小烨，你怎么就这
么轻易放弃了呢？”随后，我便央求妈妈
再给我一次机会，妈妈笑着答应了。这
次，我认真听妈妈讲解煎牛排的要领。
接着，我便重新开始煎牛排。在妈妈的
耐心教导下，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我终于
煎好了。妈妈尝了一口后，连连夸赞我
进步神速，此时我也露出了成功的喜悦。

从那以后，我又学习了好多道菜的
做法，不过每当我煎牛排的时候，我的
心里总会莫名有一股快乐。都说“劳动
使人快乐”，但我觉得我的快乐来自于
成功的体验。经过这件事，我也明白
了一个道理：做什么事都要认真，“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想要获得快乐，那就
努力耕耘吧！ 指导老师 刘美莉

我的拿手好菜

郑懿恒（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有一种味道，穿越了时间的尘
埃，走过了千山万里，总是令我魂牵
梦萦，那是家乡的味道，更是亲情的
味道。这味道来源于一道菜——永
春老醋猪脚。

爸爸妈妈虽然在晋江工作，我也
在晋江上学，可是我们老家却是泉州
永春。每次放假回家，奶奶都会给我
们准备一大桌的饭菜在家等着我们。
在所有的菜当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
永春老醋猪脚。

今年回家早，我一下车就往厨房
里跑，因为我知道奶奶一定在灶台前
忙碌着。“奶奶，我回来了”，我看到奶
奶正在做我最爱吃的“醋猪脚”。“奶
奶，我来帮你吧，等我学会了，就能做
给你吃了。”奶奶笑得更厉害了。“那你
先把猪毛剃干净吧。”虽然我热情有
余，但经验不足，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奶奶看出了我的不安，并没有催促我，
而是手把手教我，“不管从哪里开始，
只要最后把猪毛剃干净就好啦。”在奶
奶的指导下，我将处理好的猪脚切成
大块，把它放在“咕嘟咕嘟”冒着铃铛
的热水里焯了一下。

接下来到了重头戏，开始上锅。
每做完一步，奶奶就在我的身后提醒
下一步该干什么。“不要先放油，先让
锅加热，锅热了再放油、冰糖、猪脚，离
锅远一点，如果锅里有水会烫到你
的。”紧接着，将猪脚充分翻炒后，我加
上 了 奶 奶 提 前 准 备 好 的“ 灵 魂 料
汁”——永春老醋。这个用料方面非
常讲究，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所以
每次我也不敢加很多，一边尝一边加，
终于找到了熟悉的味道。慢慢的，便
闻得满室醋香，让人食欲大开。

最后，大火收汁，这一道菜才算
完成。看着满锅一片红艳，如同肌肤
本就水弹的姑娘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煞是惹眼！猪脚皮胶质反射出的光
泽，让我不争气地暗吞口水！奶奶理
所应当地成了第一个品尝这道菜的
人。看着奶奶脸上的笑容，我体会到
了为家人做饭的快乐。我也夹一块
入口，及至唇边，那股特有的酸香霸
道地冲入。这时，舌尖雀跃、味蕾苏
醒、口齿生津！经历了如此复杂的过
程，我更能品尝出这道菜中饱含的
爱。

永春老醋猪脚，成为我对家乡记
忆的重要一部分。

指导教师 黄惠月

郑域枫（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

我离开老家五年了，眷念爷爷、奶奶
的情感越来越浓。其中，令我最思念、最
难忘的却是饺子。

小时候，我们常在农村玩耍，每当过
年我们几个孩子就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吃
饺子。大年三十的晚上，我拿来一袋面
粉，开始“大显身手”。我依偎在父亲旁边，
学着父亲将面团放在盘子上，先捏一下面
团，然后拿面杖来回滚动，将其变成条
状。接着拿一小团面粉用手一拍,碾一碾，
包成耳朵的形状，一个饺子就包好了。可
我包的饺子一直包不好，一直漏陷。

我包得奇形怪状的，但父亲却依然保
持着我的“原创”。这时,父亲会在任意一

个饺子里放一个硬币，谁吃到谁来年就会
幸运、学业有成。我把这一盆饺子倒进
锅里，油“扑哧扑哧”地响着，可我的“怪
胎”却小了一倍。原来父亲的压、碾、捏、
揉都是有技巧的。

我给爷爷奶奶拜了年，招呼他们一起
来吃饺子。我端来饺子，一阵清香扑鼻而
来，贪吃的弟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一个
塞到嘴里，吃完还说：“此菜只应天上有，人
间能有几回尝。”我找到了我包的“怪胎”饺
子，吃了一口，却感觉牙齿有些疼痛。拿出
来一看，原来是硬币，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和谐的气氛，令我至今难忘。

这些久远的记忆从未离开找，我思念
故乡那饺子，朴实无华，可这背后却包含
着博大深厚的父爱。 指导老师 苏月清

我的拿手好菜

我的拿手好菜

蔡子宣（四年1班）

我去过很多地方，要说我最喜欢的地方，那非八仙
山公园莫属了。

当我们来到八仙山公园，门口石头上的“八仙山”
三个大字便映入眼帘，这时候，妈妈总要让我站在石头
边拍几张照片。

沿着石阶走进去，一股股清香扑鼻而来，一座座漂
亮的花坛展现在我们眼前，一棵棵高大的树为我们遮
挡阳光，我兴奋极了，一路上，欢呼雀跃、唱着歌，感觉
进入了童话中的仙境一般。

沿着中间柏油路继续往前走，耳边传来树上鸟儿
的欢叫声、树叶的沙沙声、孩童们的欢笑声，他们编织
在一起，成了一曲曲悦耳的乐章。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夕阳下的湖边，鱼儿在水中悠
闲地游来游去，湖面倒映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好像与这
水中的鱼儿一般优哉。抬头看看身边的父母，他们也
摆脱每天忙碌的身影，与我这个“闲人”一齐快乐地在
这美丽的地方游玩。一阵微风拂过，湖边的花儿弯下
了腰，好像在向路过的人们道谢，感谢人们对环境的保
护，才让它们茁壮成长。

八仙山公园美丽的风景还有很多，大家有时间可
以去看看！ 指导老师 王三梅

八仙山公园

陈嘉佑（三年1班）

这天晚上，我还在“美梦餐厅”津津有味地扯着牛
排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嗡嗡嗡”的声音。就这样，我
被这种叫声拉出了“美梦餐厅”。

我生气极了，发现原来是只蚊子！我拿起枕头使
出第一招“重山压顶”，可是它却轻松地躲开了我向它
发起的进攻。接着我用我的武器“蚊拍”使出第二招

“噼里啪啦”，准把它打得鼻青脸肿！可是它再次轻松
躲开了，而且好像还在嘲笑我说：“哈哈哈，快来打我
呀！”我被它惹得再也不能忍了，使出了“猛虎冲击”，终
于把那只挑衅我的蚊子给打败了。

就这样，我又在“美梦餐厅”吃牛排啦！
指导老师 洪雅玲

辅导老师寄语

晋江永和益群小学小记者站负责人 陈燕琼

“尚自然，展个性。”愿小记者们在活动中快乐实践，
勇于探索，收获美好。用纸笔去书写，用语言去讲述，用
镜头去记录，用心灵去感受。

郑学文（五年1班）

星期天，阳光明媚，蔚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爸
爸兴致勃勃地说要带我去动物园玩，我高兴得连蹦带跳。

我们坐着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动物园。一进门就
看见树上有一群猴子在玩耍，它们有的从树叶中探出头
来，好像在玩捉迷藏；有的把尾巴倒挂在树干上荡来荡
去，好像在荡秋千；还有的故意扮着鬼脸，逗得游客们哈
哈大笑……猴子们窜来窜去，看得我眼花缭乱。

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了猴子的邻居——河马。河
马正浸没在水中，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和两个大鼻孔。它
安详地躺着，好像在享受着美好时光。这时，刚好有饲养
员走过来喂食，河马的嘴巴张得大大的，简直可以一口吃
掉一个大西瓜。

河马的背后住着猴子的远方亲戚——黑猩猩。黑猩
猩拍着胸脯叫道：“吼吼啊！”它好像在说：“我是智商最高
的动物，我才是‘森林之王’！”旁边的猩猩大摇大摆地走
过来，对它说：“你想当‘森林之王’可以，但你得先去问问
老虎哦。”说完，两只猩猩互搭着肩膀向同伴们走去。

我们在动物园里绕了几圈，还看到了笨笨的熊猫、
高大的长颈鹿、美丽的孔雀，真是一饱眼福！我跟爸爸
说：“下次，我还要来！”爸爸点了点头，我们依依不舍地
回家了。 指导老师 蔡宝治

游动物园

陈芷涵（六年1班）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我们脚下的土地无时无刻都
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
切都是科技的功劳。

周末，妈妈的朋友约妈妈聚会，
正当妈妈准备出门时却发现家里唯
一的电动车被爸爸骑走了，换作是
以前，这又该得是一顿抱怨。可是
这次妈妈却异常平静，她挂掉电话，
不疾不徐走到楼下，“嘀”，呵，原来
是共享单车啊，妈妈拨弄两下手机
接着跨上共享单车，戴上车篮上配
备的安全帽，出发了。看来，这些路
边整齐停放的“小黄”“小绿”“小
桔”，不仅方便还有避免家庭纠纷的
作用呢！

每周，妈妈都会带我和弟弟去
购物。现在的商贩，大如商场专卖
店，小至街边老爷爷老奶奶的小菜
摊，都摆上了支付二维码。忘了带
钱，或者觉得找钱麻烦，只需用手机
对着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付钱了，
纸币似乎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便利，
智能手机、视频通话、5G网络、无人
便利店、高速铁路等等，无不影响着

人们的生活，无不让我们的生活越
来越美好。

科技是沙漠中的一缕甘泉，滋
润我干涸的心田；科技是一叶小舟，
带我们勇闯狂怒的大海；科技是一
匹奔腾的骏马，带我们飞驰一望无
际的大草原。

名师简评：本文取材真实生活，
选材恰当，观察细致，叙述时井井有
条，选择了贴近大家生活的科技产
品，读者感同身受，习作末尾过渡自
然、流畅。 蔡丽丽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陈嘉颖（六年1班）

天下名桥千千万，我独爱安平桥。
炎炎夏日，挡不住我探寻的脚

步。我与落日余晖约定，在傍晚时
分来到这里。走过开阔的广场，来
到石门前，当夕阳将最后的温柔洒
入这一方天地，才发现门后是更加
广阔的天地。

安平桥横卧在水天之间，静静地
守候着，时间在它身上留下的是桥面
上深深浅浅的印记。桥面是由巨大的
石块组成，表面凹凸不平。石块的摆
放看起来好像毫无章法，实则处处严
丝合缝，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海水
轻轻地拍打着石桥，它们是相伴千年
的挚友，总有说不完的话。石桥旁边
长着许多野草，它们在风中惬意地摇
曳，正在把远方的信息告诉石桥。

水心亭、海潮庵、望高楼……周边
的建筑，以及那亭中的石碑，都在诉说
着这座石桥的沧桑。历经800多年的
时光，如今石桥旁的景色早已褪去旧
貌，换上新颜。

人们可以约上亲朋好友，呼吸着
生态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静静聆听
石桥的故事。夕阳西照，风拂过脸庞，
我望着石桥，好像看见古代商客走上
石桥外出经商的景象。

回到家，我仍久久不能忘怀，可能
是因为它“岁月静好”的独特韵味，也
可能因为这是一次“古与今、人与桥”
面对面的交流。

指导老师 陈燕琼

一场美丽的邂逅

王柏洋（五年1班）

去年3月8日，学校举行了一场
女教师运动会。操场上热闹极了！
老师们一个个认真地训练着，紧锣
密鼓地为比赛做准备。同学们三五
成群地聚在一起，为自己班的老师
加油鼓劲。

比赛快要开始了，老师们用抽
签决定顺序。“哔！”哨声一响，1号
老师快速跳上垫子，开始了她的闯
关。同学们有的瞪大眼睛观看着，
有的拼命地喊加油，还有的握着小
拳头担心老师摔倒。

比赛激烈地进行着，转眼就轮
到我们班的蔡老师上场了。只见
她迅速爬上垫子，纵身一跃跳到了
对面的垫子上，一下子就来到第二
关——“四平八稳”，这可是蔡老师

最害怕的关卡。第一次，她用乒乓
球拍盛着乒乓球站上平衡木，走了
几步，一个踉跄，从平衡木上跳下
来了。第二次，她又勇敢地站上
去，虽然手一直在发抖，但是她尽
量让自己保持平衡，小心翼翼地一
步一步往前走。“哇啊”，总算成功
过关了。

接着来到了下一关——“投桃
报李”，蔡老师刚才悬着的心还没有
平复，简直是瞎投乱扔。好不容易，
她终于闯到了最后一关“扔保龄
球”，她先扔过去一颗——没中，又
接连扔了两颗，竟然全倒了。老师
兴奋地拿着小棒向终点冲去，随着
铃声响起，比赛结束了。

“三八”妇女节的教师运动会可
真有趣！

指导老师 林婉萍

教师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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