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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经济报·晋江安海西隅小学小记者习作选登

2023年第一季小记者同题作文选登

洪煜琳（晋江英林中心小学）

逢年过节时，万家灯火辉煌，从家家户户飘
出各种菜肴的香味，不仅让我垂涎三尺，还让我
的肚子直“打鼓”。

在美食的诱惑下，我学会了一道拿手好菜。
今天，我也来露一下我的拿手好菜。不过，我要
做的菜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家常菜，而是一种零
食。它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爆米花。

我从柜子里找出妈妈收藏的玉米粒，那包颗
颗饱满又金黄的玉米粒里面还有两小袋东西，原
来是一包黄油和一包白砂糖。我放上平底锅打
开燃气灶，先把黄油放入锅中让它融化，再倒入
白砂糖搅和，让它们受热均匀。接着，趁热迅速
倒入玉米粒后，我拿起铲子扒拉几下。随着温度
逐渐升高，只听见“嘭”的一声，第一颗爆米花诞
生了。我赶紧拿起旁边的锅盖，猛地盖上，手握
锅柄用力摇晃，生怕它烧焦了。只听见锅里的玉
米粒噼里啪拍的像在打仗一样，争先恐后地要顶
开锅盖。就这样过了一分钟，锅里终于没有动静
了，我关掉火，掀开锅盖，一锅白中带黄、香喷喷
的爆米花呈现在我的眼前，实现了爆米花“自
由”。

想知道我和爆米花的渊源吗？小时候去电
影院，售票处总是有诱人的可乐和爆米花在向
我招手。每当我缠着妈妈买一份爆米花来解解
馋时，妈妈总是以“这不好吃，太上火，你不能
吃”的话草草地将我打发。我很失望，从此我对
爆米花的喜爱只能藏在心里。长大后，我才理
解妈妈的用心良苦，因为我脾胃不好、胃口不
佳，所以妈妈才会一直控制着我的饮食，希望我
能健康成长。

伙伴们，我们一定要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多
吃蔬菜和水果，零食只能适量吃！

指导老师 王秀润

我的拿手好菜 蛋饺子

张煌坤（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世间万物，沧海一粟，唯有美食不可辜负。今
天，轮到我“张小厨”登场。就让我露一手，让你们
品尝下我的拿手好菜——炒土豆丝。

为什么是炒土豆丝呢？因为这道菜是妈妈童
年最喜欢的味道。在妈妈小时候，外婆都会把土
豆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而妈妈最喜欢的就是炒
土豆丝。今天，我学着外婆的样子为妈妈烹饪这
道美食。

首先，挑选一颗中等大小的土豆，就比如眼前
这颗，它像一块凹凸不平的小石头，很适合我拿手
好菜的主角。然后，我把它放入水中洗净，用刮刀
细心地脱去那棕色的“外衣”，露出那肥胖的“身
体”。此时，工序只是完成了一半，我再用刨子把
小土豆刨成一条条细细的小黄条，接着用水冲洗，
洗掉它身上的“白精灵”——淀粉。最后，我把洗
好的土豆丝放进水里浸泡十分钟，控干水分。准
备工作终于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我真正大展身手
的时刻了！

我把油倒进锅里，等那些油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按捺不住时，再把细细的土豆丝放入翻炒，接
着撒入一点盐调味，加入葱花翻炒。到了这步已
经是香气四溢了，葱花的香气混合着土豆的香味，
霸道的香气占满厨房的角角落落，甚至勾出了我
肚子里的馋虫。“咕咕咕……”肚子里传来的声音
被一旁的妈妈听到了，妈妈打趣地看着我。

我羞红了脸，将菜盛出，说：“妈妈，请品尝一
下我的拿手好菜吧！这可是您最爱吃的，我可用
心了。”妈妈拿起筷子夹起那热腾腾的土豆丝，放
进嘴里细细品尝。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她，妈妈扬
起嘴角，向我竖起大拇指，满意地说：“很好吃，非
常美味，是我喜欢的味道！”我高兴得手舞足蹈。
因为，我能用自己的双手做菜，给最爱的妈妈带去
快乐！妈妈品尝到的不只是炒土豆丝的味道，更
有爱的味道！

我相信，只要是用心、用爱、细心烹饪出来的
每一道菜，都是人间美味！

指导老师 许淑红

爱的味道

袁崇皓（三年1班）

平日里看电视，那些人在雨中跑，比猴子还机灵，
真酷！我打心眼里崇拜，这不，“好运”就来了。

周末，我和家人一起去安平桥公园散步。我们走
到公园中央时，之前还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好天
气，突然间雷声大作，雨滴像炮弹一样狠狠地砸了下
来。不过，欣喜的是，妈妈带了一把伞，她把雨伞打开
为我挡雨。

不过，没高兴多久，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风是横
着吹的。更厉害的是它的“后备军团”——狂风。好家
伙，拿在手上的雨伞也成了我的致命弱点，这“可恶的
家伙”拼命地把我往河里拉。开玩笑，要我学飞行员跳
伞啊？我大声吼道：“要伞的话，送给你！”我猛地把手
一松，雨伞立刻被风卷走。妈妈一看，着急地说：“你怎
么把伞给丢了呀？”我笑着把事情给她讲了一遍，哎，真
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啊！

“死里逃生”后，我们的衣服早已被淋湿了。我们
意识到这场“狂风乱炸”也不是闹着玩的，就拼命地往
前跑。终于发现了一个亭子，我四下张望着发现空位
后，便飞一般地冲进去躲雨。过了几分钟，雨还是没
停，我们便顶着“枪林弹雨”飞奔回家。

“加油，胜利就在眼前。”终于到家了，我们欣喜
若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我们到家了，雨停了，真
是“好运”。 指导老师 张丽华

雨口“逃生”

姚钰琳（五年1班）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四
周静悄悄的，我内心倍感寂寞。
我想啊想，想起了家乡的无名山。

春天的时候，大山生机勃
勃。一朵朵小花欣然怒放，给人
们送来迷人的清香，可它们却和
这山一样不知名。每次奶奶都会
上山采几个野果给我吃，那野果
子又酸又甜，又香又脆，吃了一个
还想吃第二个，那让人欲罢不能
的滋味现在还留在我舌尖上，令
人想忘也忘不掉。

像火炉一样的夏天来了，
大山便成了绝佳的避暑胜地。
每当中午，艳阳高照，大山外的
知了不停地叫着，仿佛在说：

“热死了！热死知了了！”这时
候，人们就一个紧挨着一个，像
一群蜜蜂一样，搬着椅子来到
大山里避暑。走进大山，几棵
古树参天，那树干又高又大，树
根又粗又长，枝叶又绿又嫩，令
人心生喜爱。它们昂首挺胸，
挡住炎炎烈日，似乎在对人们
说：“别怕，由我们来保护你

们！”它们就像大山的守护者，
在一年又一年的风吹雨打中变
得越来越强壮。

秋天，大山里传来了丰收
的喜悦。稻谷变得金黄金黄，
果子黄澄澄，把大山装扮成一
片金黄色的海洋，夜晚凉风习
习夹杂着果子的香味，沁人心
脾，伴随着人们进入甜美的梦
乡。白日，人们忙碌着收割自
己的劳动成果，那阵阵的欢声
笑语，透露着人们生活中的丝
丝甜蜜与幸福。

冬天，下起了鹅毛般的大
雪。大山外面的松树覆盖了一层
厚厚的雪，这是冬爷爷在睡觉。
雪送给了大山的山坡一件厚厚的
棉被，大山沉睡了，一片寂静。但
是，这里来了一群堆雪人的孩子，
打破了宁静。

我喜欢这座家乡的无名山，
是它让我不再寂寞，是它让我感
受到了温暖，是它点缀了我童年
记忆里的星空。即使这是一座不
知名的大山，但我仍然爱它。

大山，我爱你！
指导老师 许雅艺

家乡的无名山
家乡的古厝真美

张世龙（五年2班）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
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
这首动听的乐曲，勾起了我回乡
的思绪。择日不如撞日，我立即
驾驶着时空飞船，穿越到二十年
后的家乡，对家乡的美好憧憬让
我激动万分。

“嗖”的一下，我便到达了此
行的目的地——武侯镇。只见一
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摒弃旧时的
玻璃外墙，取而代之的是那一株
株扎根于墙体上的植物，俨然披
上了一件天然外衣，这景象让我
眼前一亮。“咦？公路呢？”我四顾
环望，怎么都没看到车呢？就在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眼睛往
上一看，“哇！”各种车辆穿梭于云
层之间，川流不息，繁忙的景象让
人瞬间觉得云端才是人间。

此时，一名小朋友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手臂：“叔叔，你好
啊！你是来旅游的吗？”“是……
是的，小朋友。我刚来这里，这里
的建设真的好奇特啊！”为了不让
他们知道我是二十年前的人，于

是我便装成是游客。
“是啊，我们武侯镇可是被评

为‘十佳科技小镇’呢！眼前缀满
植物的高楼，别看只是小小的植
物，可是能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
省去了空调和暖气！”小朋友脸上
浮现了自豪的神情，又指向天上，

“这一条条天上之路，除了能够满
足人们的出行需求，你看，像不像
一条条龙盘旋在云间？可好看
了！”“看来乡亲们不再只是单纯
追求高科技的发展，生态和谐也
是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对家乡美
好发展的自豪之情顿时在我心中
油然而生。

漫步在街道上，看着这美丽
的家乡景色，我愈发留恋，要是能
一直留在这里该多好啊！“主人，
研究所还有一项事务等您处理，
请抓紧时间返回！”这催促声让我
只得启程返回。

“人梦几千秋，今朝是何年？”
恍惚间，我又回到了现在。二十
年后的家乡如此之美，是我努力
奋斗的目标。加油吧，少年！未
来等着我！

指导老师 陈晓蓉

二十年后的家乡

苏羽桐（四年2班）

从小，我就惧怕小虫子，一看见恶心的小虫子，
心里便一阵发麻。对我而言，靠近这些虫子是不可
能的事。

夏天的一个夜晚，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仿佛在向
我打着招呼，又好像在天上说着悄悄话。正当我在阳
台上着迷地观赏夜景时，突然“啪”的一声，一只绿油油
的毛毛虫落到了我的手上。它全身绿油油的，身上还
长着细小的绒毛。此时此刻，毛毛虫就在我的手上爬
来爬去。顿时，我僵住了，手心直冒冷汗，吓得面如土
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惊恐地想着：“它会不会咬
我啊？如果会的话，那我可就惨了，怎么办？”只见毛毛
虫还在若无其事地爬着，我的眼泪简直都要流下来
了。“镇定！镇定！我不能自己吓自己。”

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好像是在安抚着我。这时，
我的身边出现了两个小人：一个黑的，一个白的。黑色
小人对我说：“别打死虫子，太恶心了!你肯定受不了！”
白色小人对我说：“打死它吧！它一直‘住’在你的皮肤
上，这怎么能行呢？”这可怎么办啊？它们说的可都有
道理，我该相信谁呢？正当我想问那两个人到底要怎
么办时，它们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算了，先把它弄下来再说吧！我先拿了一把尺子，
轻轻地挑了一下虫子，虫子就掉了下去。正当我想好
好“庆祝”虫子被我除掉时，忽然觉得脚痒痒的，不会是
……虫子爬到我脚上去了吧？果然，这条绿色“大肥
虫”趴在我的脚上，慢慢地向上爬呢！这可把我给吓傻
了。顿时，一阵恐惧爬上了我的脸庞，我的怀里就像揣
了一只兔子般，心跳也加快了，好像整个人都要窒息了
一般。我抬起腿，用力一甩，虫子掉了下来，我也从恐
惧中走了出来。我成功战胜了恐惧，天上的鸟儿仿佛
都在为我欢呼。

从那以后，我不再怕虫子了。可是每当想起这件
事，我的心儿还是“怦怦”乱跳。 指导老师 蔡乌伴

勇敢从这里开始

一份报纸，一方天地。愿西隅的小记者们能够借
助《晋江经济报》小记者站平台，走出校园，走进社会，
用心灵的明敏、脚步的勤奋、文字的温润捕捉、探索未
知的世界，描绘多彩的人生！

晋江安海西隅小学校长 许荣烈

吕少游（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

来！和我一起去炒菜!
今天，我们煎鸡蛋，是普通的

蛋吗？原来是糖心蛋！何为“糖
心蛋”，且看我这个“小厨师”大显
身手。

我拿出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的鸡蛋，将其清洗干净。等
锅热了，磕一下蛋壳。呀！蛋黄
怎么散开了！再来一次！再磕一
下，蛋黄一整个掉进锅中。

当我正开心时，锅里下起了
“流星雨”。“好烫！”油溅到我手
上，起了一个小泡泡。我马上跑
进卫生间，又冲又洗，自言自语：

“油真是暴脾气！炒个鸡蛋真不
容易！”为了保护手，我只好戴上
手套。

当我戴上手套掀开锅盖时，
别说熟了，鸡蛋全焦了！哎，我垂
头丧气地洗着锅。

我又拿来一个蛋，吸取前面
的教训，小心翼翼地磕进油锅
里。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
一次顺风顺水，我用铲子轻轻地
翻动着鸡蛋。瞧，一个“白盘”背
着一个嫩黄的“婴儿”，真可爱！
终于成功了，香味扑鼻而来，我欢
呼雀跃。

吃着自己做的“糖心蛋”，我才
发现成功了。一口咬下去，中间半
生不熟的蛋液有点甜，黄黄的像糖
浆一样，美其名曰“糖心蛋”。

呵呵，难忘这次“煎蛋”记！
指导老师 施丽菜

王劼羽（晋江梅岭心养小学）

“除夕到，放鞭炮，团团圆圆真热闹。”除夕
那天，我准备秀一秀我的拿手好菜——鸡蛋
饼。

面粉、鸡蛋、牛奶准备就绪。我先往碗
里倒入三大勺面粉，接着连续打入三个鸡
蛋。别怀疑我的打蛋速度，这“功力”我练了
不下 10 次。然后，我握住筷子，不停地搅
拌，白面瞬间变得金灿灿。“咕咚咕咚……”
我又往里加了约 200毫升的牛奶。以前我都
是加凉白开，听妈妈说牛奶可以让鸡蛋饼更
香、更有嚼劲，所以今天的配方有一点变

动。可这变动让我遇到了困难，不管怎么搅
拌，都有结块的黄点点。妈妈见我愁眉不
展，提议说：“要不加点温水？”我同意了。
哇，黄点点一下子就不见了。

要下锅了。我往锅里倒了点油，双手拿
起锅柄转了几圈，让油薄薄地覆盖锅底。我
把火开到最小，将面液下锅。当蛋饼有点成
形时，我用锅铲一插、一翻，翻面轻轻松松，
还不到一分钟第一个鸡蛋饼就出锅了，完
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两个、三个、四
个……满满一盘的鸡蛋饼出锅了。

上桌咯！我把鸡蛋饼放在桌子的最中央，
大喊：“快来尝尝我做的鸡蛋饼。”爷爷先夹了一

块，尝了一口，笑眯眯地说：“好吃！”“真香啊！”
奶奶也尝了一块。“那是，那是，嘿嘿，我今天用
了特别的材料！”我欢喜得脸上的酒窝深陷，“大
哥哥，小哥哥，你们也快来尝尝。”大家围坐在一
起品尝了一番。妈妈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这道
菜真是好，不仅色香味俱全，还应景，圆圆的鸡
蛋饼不就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吗？”大家都拍
起手来，笑得那么灿烂！

每一次下厨，我都有新的收获。在年夜饭
上，我收获了美食的新定义：不仅要美味，还得
用心。为爱烹饪——我想我以后一定可以做出
更多的美味佳肴。

指导老师 许宝宝

我的拿手好菜

煎“糖心蛋”

校长
寄语

谢语凡（四年1班）

我的家人有爸爸、妈妈。悄悄地告诉你，我家其实
是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住着几只动物。

我的妈妈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我还在呼呼大睡
之时，妈妈早早地起来做家务、做早饭，所有的活全包，
每天走来走去，忙这忙那的，特别辛苦。

嘘——千万别说出去，我爸爸胖胖的，肚子很大，
憨憨的，且食量惊人。他与妈妈的性格那是完全相反，
一吃完饭，连动都不想动，一直坐在沙发那儿看手机，
所以我们家的沙发坑坑洼洼的，我爸坐一次窝一次，我
们家之前的那具沙发就是被他坐坏的。更重要的是，
爸爸还很不讲卫生，去年，妈妈回外公家过清明时，一
天后，爸爸就把家里搞得又脏又乱。唉，真是没救了!
这就是我可爱的猪爸爸。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嘻嘻，我是一只活泼可爱的小
老虎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则是我的座右铭。没错，
我特别爱阅读，只要有一本书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会对
它爱不释手，读得废寝忘食。这是我家的“小小动物
园”。 指导老师 黄荣荣

小小“动物园”

曾子彦（三年2班）

一座充满古典韵味的小镇，这就是我的
家乡——安海镇，闽南侨乡一座蜚声中外的
文化古镇。我的学校就坐落在这样一座具
有闽南特色传统民居的小镇中，每天上学放
学我们都要绕过一条条由“红砖厝”组成的
小巷，都习以为常，这次老师让我们写作文

“家乡的××真美”，我才注意起这独特的传
统民居。

红砖古厝，屋顶上有一对对“燕尾脊”，是
古民居的典型。古厝的主要特征是，前埕后
厝，坐北朝南，三或五开间加双护厝，红砖白
石墙体，硬山式屋顶和双翘“燕尾脊”。屋顶
整齐地码着一片片大小不一的红瓦片，层层
叠叠，均匀地铺满屋顶，阳光照在上面，金灿
灿的。据说这样的屋顶设计可以达到冬暖夏
凉的效果。一般这样的古厝都会雕刻或装饰
着闽南建筑中独有的元素，更显得富丽堂皇。

再往下看，你会看到由一层层红砖砌筑
而成的墙身和石块垒成的窗户，石材、红砖和
瓦砾交错堆叠，交垒叠砌的“出砖入石”，仿佛
是穿着大红袄的闽南妇女，朴实中带点动人
的气质。

跨过门槛，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四四方方
的天井，天井的屋檐上还有动物形状的滴水
兽，厅中的石柱上有精美的雕刻，墙上还有古
香古色的书画做点缀，为方方正正的古厝平
添了几分灵动。

那时候的人们，一般是几代人同堂居住
在大厝里，别提有多温馨了。听老师讲，学校
附近的古大厝、宗祠和南洋风格的番仔楼附
近小巷纵横交错，构成了安海镇人家“九围十
八埔二十四境三十六巷”的居住格局。

家乡的古厝真美，我爱家乡的古厝。
指导老师 陈端华

赵亚琴（晋江安海西安小学）

寒冬已过，春天来临，看着草长莺
飞，感受着年的欢乐。我是一名生活在
福建晋江的湖南女生，时常会想起家乡
的蛋饺子，或许因为蛋饺子可以一解思
乡之愁吧！

北京过节吃饺子，我们湖南也吃饺
子，只不过饺子皮不是用面团做的，而是
用蛋液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湖南只要
有重要日子，餐桌上就一定会出现一盘金
灿灿的蛋饺子。别的菜可以没有，但蛋饺
子永远不会缺席！思绪翻飞间，“赵师傅”
已向厨房进发！

扎起头发，穿上围裙，第一步是做
馅。我要把肥瘦相间的猪肉剁成肉末，必
须是肉末，因为肉末质地细腻，能增添口

感。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成块的猪肉就这
样被剁成了肉末。

第二步，打蛋液，最简单。准备鸡
蛋，打入碗中，再用筷子将蛋液打发就
行。剁好的肉沫，金黄的蛋液，已准备
就绪！

最后一步——做蛋饺子，好戏要开
锣了。

盛出半勺的蛋液倒进开着小火的锅
中，轻轻晃动锅体，使蛋皮面积尽量扩大，
接着就需要自身对火候的调整和时间的
把控。我的秘诀是用同一把勺子再盛出
半勺肉沫，这样做出来的蛋饺子成品会非
常饱满。一个个蛋饺子整齐排列，好似等
待检阅的士兵，最后淋上骨汤，大功告成。

我小心端着那盘精心制作的蛋饺
子，把它送上餐桌，和爸爸妈妈一同吃
着。咬上一口，嗯，就是那个味。爸爸笑
着叫我，咔嚓一声，留下了一张我吃着蛋
饺子的照片。

对我而言，吃蛋饺子更是一种思乡
情愫。虽离家千里，却能吃出家的味
道。我想，家乡的亲人们，也是在吃着这

样的蛋饺子吧。真期待，暑假回家和
亲人欢聚，也让他们尝尝“赵师傅”

的蛋饺子。
指导老师 伍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