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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蔡雅云 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
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前往五店市，参加弘扬优
良家风公益演出活动。

古筝《渔舟唱晚》、书画现场展示、南音《春光明
媚》、朗诵《从三月的晋江出发》、竹笛《敢问路在何方》、
民乐合奏《大鱼》、傣族舞《水》、合唱《小池》……沙塘中
心小学学子表演的精彩节目一个接一个，让现场观众
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掌声不断。此外，闽南童谣《不
做博缴棍》、闽南故事《打虎亲兄弟》则让现场充满了欢
乐和笑声，引发现场观众的深深思考。小记者陈煜彬
兴奋地表示，他在此次活动中收获满满，非常开心和自
豪能够通过节目表演弘扬闽南文化。

小 记 者 感 言

在这里，我领略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也
会多学习，传承闽南文化和家风家训。

小记者林佳敏（六年4班）
轮到我上台时，我无比紧张，心中像是有一只兔子

在跳来跳去。最终，我鼓起勇气，战胜困难，顺利完成
了表演。 小记者柯诗怡（五年1班）

我上台表演了朗诵，用自己的方式传递了家风家
训，收获良多。 小记者张钦扬（五年4班）

我表演的是南音和琵琶，很荣幸可以通过音乐弘
扬家风，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小记者王丽玲（四年3班）
通过活动，我深深地体会到家风需要一代代人的

传承，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努力学习，传承家风家
训。 小记者胡羽轩（五年3班）

近日，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小记者走
进力豪农场，在田间课堂里体验犁地、独轮
车运粮等，收获一次深刻的劳动教育。

一到农场，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
来，令人心旷神怡。在教官的指导下，我
们开始分队比赛推独轮车了，独轮车在
草地上颠来颠去的，里面的沙袋也蹦来
蹦去，像是随时要掉下来一样，吓得我们
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后来，我们慢慢
地稳住了车身，不再横冲直撞。这个活
动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

在团队游戏中，拍手游戏是最简单
的，但也十分考验我们的反应力和团队
合作。在一次次不断的练习中，各小队
获取经验，团结起来。第一名的小队获

得水果奖励，他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了起
来；没有拿到第一名的队伍也收获了无
穷的乐趣，何尝不是另一种胜利。

我们在笑声中玩着游戏，在田间领
略了耕地的辛苦，在大棚中闻着蔬果的
芳香，在葫芦苗的身上看到了认真的自
己。这是一段令人难忘又收获满满的经
历，期待下一次的小记者活动！

小 记 者 感 言

我们挑战的每个游戏都要团队协
助。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偶尔会有人犯
错，我们不是指责他，而是互相讨论，越
发进步。时光虽短暂，意义不平凡。

小记者郑诗雅（六年4班）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很多，我不仅体
验到了劳动者的辛苦，也体会到在各项
活动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很有意义。

小记者洪静恬（四年1班）
这次来到农场，我又学到了很多知

识。我知道了农民伯伯的辛苦，更加意
识到“光盘行动”的必要；游戏也让我明
白了团队配合的重要性。

小记者杨紫妍（四年4班）
传球游戏中，我们一次次失败，后来

在队员们的集体献策和配合下，我们不
断修正，最终完成任务，这令我们深刻认
识到团队的力量！

小记者洪锦翎（四年3班）
指导记者 欧阳霆 董严军
指导老师 蔡婉芷 王美缘

本报小记者 戴垵棋

“强我健康体魄，养我浩然正气。”近日，晋江安海养正
中心小学迎来第32届田径运动会。

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运动会正式拉开帷
幕。开幕式尾声，学校科技团队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无人
机和机器人表演。我们为之欢呼，为之叹服，为科技的魅力
所震撼！

看，令人热血沸腾的赛场，各处场地举行着不同的运动
项目，企鹅漫步、袋鼠跳、掷垒球……真是五花八门。最激
动人心的集体比赛项目——迎面接力，将运动会推向高
潮。运动健儿们像一支支离弦的箭，毫不犹豫地向前冲去。

运动会期间，除了记录比赛的精彩，小记者还采访校长许
金莲和总裁判长陈善理。校领导给予我们极大的鼓励与肯
定，也让我们了解到举办运动会背后的付出和努力。

小 记 者 感 言

这次运动会的采访活动，既锻炼了我的胆量，也提高了
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小记者萧安妮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他们坚持不懈，一次又一
次摔倒，一次又一次坚定地爬起，令我们敬佩不已！我们要
将这体育精神传承下去！ 小记者洪诗涵

通过采访，我了解到学校领导的精心策划与准备，感受
到裁判员的公正无私，更深刻体会到每一个冠军的辛苦，我
要向他们学习！ 小记者谢沂辛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阳光下，运动员们一起呐喊、
奔跑，摔倒了又站起来，在这烂漫的春光里挥洒着汗水，收
获了最美的青春果实。 小记者许骏元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杨华丽 余丽坤

“好香啊，吃起来甜甜的！”“原来这
就是冻干水果！”……近日，晋江市第二
实验小学 50名小记者走进晋江市有零
有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探秘冻干水果
的制作流程。

一到活动地点，一股香味扑鼻而
来，小记者们很快就从中捕捉到了浓浓
的水果香，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率先来到
了冻干食品的生产车间。

食品制作，安全摆在首位。因
此，我们在进入生产车间前，进行了
一番“卫生大清洁”。我们每个人穿
上工作服，戴上口罩和工作帽，并进

行了手部清洁与消毒。“全副武装”
后，我们又经过了重重“关卡”，才得
已进入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的参观通道是一条走廊，
隔着厚厚的玻璃，我们看到了冻干水果
的制作生产线。彼时生产车间正在制
作的是冻干草莓，一条长长的智能化生
产线“承包”了冻干草莓的所有制作流
程，车间员工们正有条不紊地巡检和调
整作业，效率之高令人惊叹不已。

“不同于市面上的冻干水果生产
供应链，我们是从农场直接采购水
果。”工作人员告诉小记者，从农场直
接采购新鲜水果后，有零有食第一时

间投入制作。
参观了生产车间后，我们还进行了

一番互动。“冻干产品是在多少摄氏度
低温急速冷冻？”“冻干产品可以保留百
分之多少的营养成分？”……工作人员
每提出一个问题，小记者们都纷纷举起
小手抢答。一问一答间，大家对冻干水
果又有了一番全新的认识。此外，当
天，我们还进行了一场趣味无穷的“水
果蹲”游戏，欢笑声不断。

带着冻干水果，带着一箩筐的知
识，我们结束了本次探秘之旅。返程路
上，小记者们议论纷纷，分享此行收获。

指导记者 蔡红亮 洪伟鹏

水果也能当 吃
晋江二小小记者走进有零有食公司

本报小记者 王晨曦 苏炜桓

晋江十小小记者

走进田间课堂 体验 生活
本报小记者 吴以荣 柯雯文 童恩馨

司马光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家训告诫后人要
勤俭持家；苏东坡以“非义不取，为政为德”被后世所传
诵。千百年以来，家风家训一直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家也秉承着爷爷奶奶那一代人传下来的家风
家训——“诚信为本，与人为善”。这不仅是爷爷对我
们的一种鞭策、一种激励，也是家族风气的缩影。

常听爸爸妈妈提起，爷爷在我们村德高望重。以
前，爷爷一个月的收入仅够糊口。即使生活如此困难，
爷爷依旧热心地帮助别人。因此，村里的人都十分信
任他。

由于工作的原因，爷爷不得不四处奔波，村里行动
不便的老人便托他顺道买鱼回来。面对额外的工作，
爷爷从不推辞，不但要“货比三家”，更要“精挑细选”，
找出既新鲜又肥美的鱼。那时，一斤鱼就要几元钱，善
良的爷爷不忍心收老人家这么多钱，次次往里面贴
钱。老人们每每都说：“阿约买的鱼又新鲜又便宜。”结
果，村里托爷爷买鱼的老人家越来越多。明知是出钱
又出力的“赔本买卖”，爷爷仍是默默力行。久而久之，
爷爷的声望越来越高，村子里的大人小孩对他都十分
敬重。

爷爷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的爸爸和我。我爸爸办
厂30多年，从未拖欠过供应商一分钱，工厂里有困难的
工人想买套房，我爸爸也会尽力资助他们。我也从小下
定决心，一定要做像爷爷、爸爸这样助人为乐的人！

家风家训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明珠，点亮我们前
进的道路。

“毓英中心小学家风家训”专栏展示

讲述者：曾嘉轩
家风家训：诚信为本，与人为善

本报小记者 吴羽辰 陈佳霖（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

日前，我们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晋江梅岭平山实验小
学、晋江陈埭江头中心小学等学校的小记者前往晋江岩安
攀岩基地，体验攀岩运动。活动中，我们小记者变身“蜘蛛
人”挑战自我，享受到达顶峰后的成就感。

我（吴羽辰）是第一次参与攀岩运动，内心既害怕又期
待。活动开始前，我们在教练的带领下做了热身运动，学习
了攀岩技巧并系好安全绳锁。我先后尝试了 4次，从最开
始的心有畏惧、不敢往上爬到最后成功登顶，我开心极了。

“这也太高了吧！”看着笔直的岩壁，我（陈佳霖）吓得
双脚颤抖起来。在教练的鼓励下，我努力向上攀爬，却一
次次失败。但我没放弃，一次、两次……直到第四次，终
于成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也深刻体会到“失败是成
功之母”的含义。

虽然攀岩活动只有2小时，但我们却收获良多。在以后
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会用“攀岩”的精神，攻克每一个困难。

小 记 者 感 言

当我爬到一半的时候，低头望去，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
会跌入万丈深渊。但是，我鼓起勇气爬了上去，最终成功登
顶。 小记者李泽鑫（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

第6赛道最具有挑战性，是侧着爬的，等到达标记地点
后才算过关，我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通关。我下次一定来
征服你！ 小记者林雷煌佳（晋江陈埭江头中心小学）

指导记者 孙翠娇

挑战自我 快乐攀登
小记者变身“蜘蛛人”

本报小记者 付佳煜

近日，晋江龙湖强民小学小记者走进晋江经济报全媒
体演播室，现场播报学校的新闻稿件，过了一把主播瘾。

“这是我第一次播报新闻，还是自己写的稿件，真的好
紧张……”活动中，小记者施雅琪不停地深呼吸，忐忑地说
道。强民小学施老师边帮她整理衣装边安慰道：“没事的，
你要相信自己，即使错了也不要紧，要允许自己犯错。”开始
正式播报了，雅琪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播报，只是最后念“本
报小记者施雅琪报道”这句话时，略微有点卡顿。随即，边
上围坐着旁听的小记者们纷纷鼓掌，不仅是对雅琪的肯定，
也是为接下来准备上场的小主播们加油打气。

小 记 者 感 言

今天我们参观了报社，当了一回小主播，还了解体验了
活字印刷的奥秘。 小记者施怡彤

上台播报时，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是我第一次当小主
播，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小记者蒋佳睿

通过这次活动，我觉得记者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真实
地记录身边的每一件事。 小记者施瀚威

我不仅参观了印刷博物馆，还走进全媒体演播室，近距
离看小记者们播报新闻，真是很难忘的一天。

小记者洪鸿龙
指导记者 阮芳菲 董严军 指导老师 施联珠

强民小学小记者
迎来主播初体验

养正中心小学小记者
记录校运会精彩

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
传承闽南好家风

本报小记者 宋好 王菲琳 王梓晴

近日，晋江金井瀛洲小学小记者走进丙洲村“党
建+”邻里敬老院，开展“红领巾寻访活动”。

活动中，我们采访了丙洲村老年人协会会长王炳
坤。王爷爷戴着一副眼镜，高高瘦瘦的。在40多分钟
的采访中，他十分有耐心地解答我们的问题。从谈他
的生活经历到老人会的工作职责，从谈他的理想到对
我们的殷切期望，都让我们有了新的感悟。

“我要在我还能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多做事。”王爷爷
说的这一句话令我们非常感动。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
也要向他学习，为人民服务。

小 记 者 感 言

通过这次采访，我感受到会长为全村人民服务的
决心及对我们的期望。会长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小记者王希研（五年2班）
通过这次采访，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都得到了锻

炼。 小记者邹丽娜（四年2班）
我要向会长爷爷学习，现在好好学习，长大后也为

人民服务。 小记者黄礼（四年2班）
通过这次采访，我不仅了解了炳坤爷爷为人民服

务的事迹，而且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胆量也得到了提
高。 小记者王天祥（四年2班）

指导记者 欧阳霆
指导老师 陈双棋 陈育瑜 赵木耳

近日，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小
记者开启了一场甜蜜蜜之旅——走
进凤池，探秘“李五凤池糖”的制作
流程，领略海上丝绸之路“糖文化”
的魅力。

古往今来，池店素有“凤池”的
美称，历史上的“李五凤池糖”，因明
代慈善家李五是池店凤池人，糖的
产地在凤池而得名。这款糖不仅是
李五发家致富的拳头产品，而且是
明代闽南的“中国驰名商标”。本期
活动，带领我们一起探秘“李五凤池
糖”的则是让“凤池糖”得以“重生”
的“90后”女生魏煒。

“凤池糖”的主要成分是甘蔗。
因此，首站，魏煒老师带着我们来到
了位于田洋九九生态园区的一片甘
蔗园。随后，我们走进凤池糖工作
室。魏老师带领我们了解“糖文
化”，墙壁上刻画着甘蔗制糖的一系
列步骤，我们认真观看了解。终于
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制
糖。在工作室师傅的带领下，我们
先把甘蔗一截一截地砍成小段，一
遍遍地清洗干净。随后进行榨汁，
将甘蔗汁倒进锅里进行大火熬煮
后再倒进桶里，用锅铲一下一下地
翻炒。等温度降下来后，糖水就慢
慢变成了粉末，蔗糖也差不多制作
完成。品尝着自己动手砍的甘蔗
制作出来的蔗糖，小记者们个个心
里甜滋滋的。

晋江三小小记者 探秘“李五凤池糖”
本报小记者 杜炘衡 彭哲轩 蔡彬蔚 卢诗芸 张卓渊

瀛洲小学小记者
寻访身边好榜样

小 记 者 感 言

喝着甘蔗汁，参观制糖的一系列
过程，我不仅亲身感受到了农民伯伯
的辛苦，还学习到了传统的“糖文
化”！

小记者彭哲轩（桥南校区）
砍甘蔗、榨甘蔗汁、熬蔗糖……

我体验到了制糖的不容易，更感受到
了魏老师那一颗弘扬传承李五文化
的心，为她点赞。

小记者蔡彬蔚（滨江校区）

我细细品着甘蔗汁、嚼着红糖，
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们应该好好学
习，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

小记者卢诗芸（滨江校区）
通过和小伙伴分工协作，互相配

合，我们砍下了那根最高的甘蔗，我
心里开心极了，原来这就是齐心协力
带来的快乐！

小记者张卓渊（桥南校区）
指导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指导老师 赖雅钟

传家风，立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