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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我来题

爱水护河，从我做起

通过河长们的讲解，我明
白了，要爱护水资源，推动晋
江水域管理。日常生活中，看
到有破坏环境的，要上前阻
止，共同建设美好的晋江。
张世龙（晋江安海西隅小学）

很荣幸被选为“晋小禹”，
与河长进行了面对面。采访结
束后，我陷入了思考，我想我们
都要增强爱水、护河的意识，从
小事做起，保护水资源。

王钰任（晋江市第六实验
小学）

我们喝的用的每一滴水都
来自地球母亲的馈赠，希望大
家共同爱护水资源，让地球更
加美好、温暖、干净！

林雅琳（晋江安海西安小
学六年1班）

很高兴被聘选为“晋小禹”，
现场通过对各位河长的采访，我

对河长制及爱河护河相关知识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以后我也
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多宣传爱水
护河知识，保护好家乡的河道，
做一名合格的“晋小禹”，共建水
美晋江。

张卓渊（晋江市第三实验
小学三年11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环境，守护
河流，节约用水从我做起，让我
们都做一名合格的“晋小禹”。

袁崇皓（晋江安海西隅小
学三年1班）

采访活动中，我深深感受
到河长们治水的艰难，作为一
名小记者，我们需要做的是大
力向群众宣传“珍惜水资源，爱
护水环境”的环保理念。
傅梓煊（晋江内坑怀斧小学）

“水资源这么宝贵，怎么可
以随便浪费呢？”“一江晋水满城
春”晚会上，小品表演《停水啦》
演绎了一个家庭里停水后，争论
一桶水要怎么使用的故事。晋
江市第十实验小学小记者郑诗
雅身穿围裙，扮演妈妈的角色，
语重心长地教育着“孩子”。她
的话也警醒着台下的观众。

有趣的扮相与深刻的教育
意义，让这场演出深受观众的喜
爱。演出结束后，脱下围裙，诗
雅立刻换上小记者马甲，担任

“晋小禹”，开始新的任务——采
访河长。

作为英林的小记者，诗雅最
关心的是英林镇的“治水”工
作。与河长的见面会上，诗雅从

英林镇副镇长曾连灯口中得知
今年晋江将在虺湖水生态修复
工程上投资约2.1亿元，包括水
生态修复、湿地净化、园林景观
等，打造晋南“水”明珠，晋江人
民将拥有一个富有水文化气息
的郊野河湖湿地公园，“以后你
们还可以去那里运动健身。”听
到这个好消息，诗雅对家乡的变
化有了新的期待。

无论是表演者的身份，还
是小记者的身份，诗雅都希望
能将爱护水资源的观念宣传给
更多人知道。而多了“晋小禹”
这一身份，诗雅觉得肩上的担
子更重了，她表示要多与河长

“牵手”，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治
水、护水中。

“自从当上小记者，我与水
的缘分就很深。”当天晚上，来到
活动现场，晋江灵源街道群峰小
学小记者艾远高不禁感叹道。

为何他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呢？一打听，原来，今年刚刚加
入小记者的艾远高，已参加了两
场小记者活动，有趣的是，这两
场活动均与水有关。

其中，首场活动，群峰小学
组织学校小记者走进仙石污水
处理厂参观，见证水由浊变清的
神奇过程。在那里，艾远高学到

了很多关于污水处理的知识。
没想到，时隔半个多月，艾远高
再一次与水结缘——恰逢世界
水日，晋江面向全市小记者征集
50 名“晋小禹”，参与方式是线
上答题挑战。艾远高积极参与
挑战，并成功入选，成了“晋小
禹”。

世界水日当天，晋江举行了
主题晚会，艾远高前来“赴约”，并
与晋江19个镇街的河长面对面。
经过采访，艾远高又收获了很多保
护水资源的知识，满载而归。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欧阳霆 董严军） 在古代，
没有自来水，人们如何快速
从深井里取水？3月 25日，
本报组织 80名小记者走进
五店市，开展“深井打捞小实
验”主题研学活动。在实验
中，小记者们找到了答案。

一开始听到深井打捞，
聪明的小记者就意识到这是
一场关于“水”的体验活动。
果不其然，活动伊始，工作人
员就和小记者们分享了水资
源的分布及现状，让大家明
白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
重要性。

“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资源，如今科技发达，
居民用水取水十分方便。可
在古代就不一样，他们是如
何取水的呢？”工作人员的一
句问句将活动引入正题。本
期活动，小记者们将通过自
己的双手，进行深井打捞小
实验，“还原”古人深井取水
的工具，感受古人的智慧。

实验开始了！小记者
们看着桌上的实验材料一
头雾水，幸好有专业老师的
指导。老师一边讲解，一边
示范，小记者们听得很认
真，将实验步骤熟记于心。
小记者们先把支架、立板安
装到长方形底座上，再把把
手 与 双 销 轴 插 到 短 立 柱
上。随后将桶用细线绑上，
并把桶绑到圆柱上……实
验过程中，小记者们耐心十
足，一个一个步骤地制作，
大家都沉浸在科学实验的
美妙中。经过 40分钟的制
作，小记者们的辘轳新鲜出
炉了，大伙儿饶有兴致地转
动摇把，助力小桶上升和下
降进行取水。

“这个科学实验实在是
太有趣了，不仅锻炼了我的
动手能力，也让我懂得了保
护水资源的重要性。今后，
我要做一个节水小达人。”晋
江梅岭希信中心小学小记者
林广晋说。

深井打捞小实验真有趣
本报小记者快乐学习水知识

“地球表面有71%的面积被水
覆盖，但是淡水资源却只占所有水
资源中极少的一部分。而在这些本
已十分有限的淡水资源中，又有绝
大部分诸如冰川、深层地下水等，尚
无法开采利用……”“深井打捞小实
验课”上，科学老师科普着科学用
水、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小记者拿着
笔和采访本快速记录下来。

这堂科学课上的很多知识对
还在就读晋江内坑中心小学三年
级的姚梓夏来说，还有些难度。但
她的学习态度却十分认真。只见
她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挺直着腰
板，只有在需要记笔记时，才把双
手松开。很快，她新的采访本上就
记了满满的干货。本子上书面整
洁、字迹工整，重要信息也做了明
显标注。

“很多知识是我在课堂上没学
过的，老师讲得很清楚。”科学老师
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讲解，让梓夏觉
得这堂科学课一点都不枯燥。尤其
是讲到杠杆原理时，科学老师还联
系生活，让大家了解杠杆的应用；又
用科学装置，让大家动手体会辘轳
打水的原理。等到科学装置成功做
好，小桶里成功打捞起水以后，梓夏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活动结束前，科学老师给小记
者们分发了一份报告，检测自己的
学习成果。梓夏立马将本子盖上，
凭着记忆答题。“答错了也没有关
系，这样我就能知道自己记住了多
少，有遗漏的再复习，这样能记得
更清楚。”梓夏的认真也让她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她也期待新的本子
里能增加更丰富的内容。

科学“小白”升级科学“小达人”

本报小记者 庄心蓥（晋江市实验
小学五年12班）

花朝节不像寒食节、清明节
等传统节日，被人们所熟知，但早
在春秋时期的《陶朱公书》里就有
记载。昨日，本报小记者相约龙
泉书院，赴一场与“花神”的约会，
过了一个富有传统韵味的花朝
节，对这个节日有了深入的了解。

来到龙泉书院，小记者们换
上各式漂亮的汉服，戴上美丽的
发饰，一瞬间，仿佛化身不同的花
仙子穿越到了古代。老师先是给
我们介绍了花朝节的由来，并详
细介绍了每个月份的代表花神。

接着，我们开始进行隆重的
祭拜花神仪式。我幸运地担任了
这次祭拜仪式的献官，近距离地
体验了整个仪式。我们先在供桌
上摆上鲜花和贡品，还有一个心
愿盒。我整理好衣冠，开始行盥

洗礼。接着，我用干净的双手为
花神上香和祭酒。作为献官的我
还诵读了花朝祝文，以表对花神
的尊敬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最
后，我们虔诚地向花神行拜礼，并
将事先写好的心愿卡片放到心愿
盒中。真希望花神能帮助我们实
现心中的愿望。

当天，我们还进行了传统的
飞花令和投壶游戏。在飞花令
中，我们化身小诗人，你一句我一
句，精彩极了。在投壶游戏中，有
的犹如李广在世，百发百中；有的
就运气稍差，箭偏壶外。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花朝节
活动圆满结束了。这次活动让我
们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和习俗，真是受益匪浅。希望以
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我们
这些新时代的少年能更好地把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指导记者 欧阳霆 陈巧玲

每个小记者都穿着富有古韵的
汉服，虽然颜色和款式大不相同，但
走在一起却特别和谐，越看越有
味。我们还了解了许多有关花和花
神的故事。原来，还有许多传统文
化是我们不知道的，以后我要多出
去走走，多了解一些文化知识。

李孟瑶（晋江安海西安小学六
年1班）

置身龙泉书院，我陶冶晋江
荟萃人文；徜徉三月花海，我感受
春天时令美妙；聆听老师教诲，我
入迷花神典故传说；参加花朝祭
祀，我传承国学文化精髓。这既
是一个关于花的美好节日，更是
我们青少年学生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根植知美、爱美、尚美之心的
全新起点。

黄彦汐（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
四年4班）

穿上各式各色的汉服，我们仿
佛一群花神簇拥在一起。我身着一
身粉色汉服，聆听老师讲述花神的
传说，玩了飞花令，还参与了神圣的
祭拜花神仪式。室外的毛毛细雨，
更增添了仪式的神圣感，每一个环
节都让我觉得新奇极了。

周姝文（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四年3班）

在这些活动中，我最喜欢的是
飞花令。平时我经常看中国诗词大
会，也积累了一些诗词。刚开始，我
表现得还不错，可是越到后面越紧
张，我把熟记于心的诗词给忘记

了。回到座位上，我无比懊恼。我
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不管参加什么
活动和比赛，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曾子煜（晋江内坑三民中心小
学四年3班）

飞花令开始后，大家表现得很
好。看着台上激烈的竞争，我紧张
得手心冒汗。终于轮到我了，可是
事先准备好的诗词却没有派上用
场，有点遗憾。

蓝紫寒（晋江罗山荣宗小学四
年2班）

飞花令开始了，这真是一个既紧
张又刺激的节目！我只说得出“春去
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脑袋就一片空
白了，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陈欣卉（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年3班）

本期报头题写：
欧阳恺威（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四年2班）

大家好，我叫欧阳恺威，是晋江市第十实验小
学四年2班的学生。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男孩。
我兴趣爱好广泛，最喜欢的是毛笔和游泳。在这
两个项目中，我多次拿到奖项。加入小记者是希
望通过这个平台开阔视野，增加胆量和自信。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3月24日上午，晋江市关
工委组织调研组到晋江农商银行调研，深化关爱助学
工作，着力为青少年成长成才办实事解难事。

调研组认真听取了农商银行近年来开展助学活动
情况的介绍。座谈中，调研组指出，爱心助学工程是社
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紧
密配合。多年来，农商银行通过设立福万通助学慈善
基金发放助学金、提供免息助学贷款、招聘寒暑假工、
结对挂钩入户走访慰问等形式，积极参与爱心助学工
作，为做大做强新时代晋江“爱心助学”品牌做出了重
大贡献。

据悉，福万通慈善基金助学行动自启动以来，已累
计捐助学生481名，累计发放慈善基金217.4万元。同
时，在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工作方面，至 2022年
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超 5000笔，金额 4000万
元，帮助超过 2500名学子圆了大学梦，占全市生源地
助学贷款发放的90%以上。

晋江市关工委
推进爱心助学工作

说咱闽南话

这一堂课我们来学习韵母[i]和[u]。[i]就是汉语拼
音的 i，比如“鼻子”的“鼻”，读音为[pʰi6]。普通话的

“鼻”只能用作名词，而闽南话的“鼻”既可以用作名词，
也可以用作动词，表示“闻”的意思。第二个例字是“弟
弟”的“弟”，读音为 [ti4],我们称呼弟弟时会叫“小弟
[sio³ ti4]”。第三个例字是“舔舐”的“舐”，读音为
[ʦi4]]。第四个是“生死”的“死”，读音为[si³]。第五个是

“牙齿”的“齿”，读音为[kʰi³]。第六个是第三人称代词
“伊”，读音为[i¹]。

[u]就是汉语拼音的u，比如“母亲”的“母”，读音是
[ᵐbu³]。现在年轻人可能习惯称呼母亲为“妈妈[mã²
mã²]”,而中老年人则一般叫“母[ᵐbu³]”或“娘[nĩã²]”。第
二个例字是“俞大遒”的“俞”，
读音为[lu²]。第三个例字是

“舅舅”的“舅”，读音为[ku4]。
第四个例字是“牛”，读音为
[ᵑgu²]。第五个例字是作为姓
氏的“于”，读音为[u¹]。第六
个例字是“有无”的“有”，读音
为[u4]。

观看视频跟读学习[i]和
[u]的发音

小 记 者 感 言

闽南语发音小课堂：
韵母第一课

本报讯 （记者 蔡红亮 欧阳霆 董严军）
晋江在流域治理方面有哪些举措？家门口的溪
流是如何从臭气熏天变得水清岸绿的？带着一
系列疑问，3月22日晚上，从本报小记者中选拔
的“晋小禹”正式“上岗”，他们与晋江19个镇街、
经济开发区的河长面对面交流，共话“治水”。“晋
小禹”的惊艳亮相也成为晋江 2023年“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系列活动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既然要采访河长，对水和流域的了解自然
不能少。这不，采访前，“晋小禹”们就各显神
通，纷纷做起了功课。他们有的上网查资料，收
集相关信息；有的询问老师、家人，了解河长工
作日常；还有的“晋小禹”更是实地走访了家门
口的溪流，通过观察来丰富采访提纲内容。经
过前期的准备与讨论，“晋小禹”们将采访重点
聚焦在“晋江流域治理的难点”“推动流域治理
的有力举措”“今年流域治理的发力重点”等三
个问题。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小记者陈梓晴对河长
可不陌生，老家在西园街道的她，注意到九十九
溪旁就设有一块公示牌，公示牌上有河长职责、
整治目标、监督电话、河道管护范围示意图等信
息。得知此次采访对象是河长时，陈梓晴罗列
了一堆问题，其中，她最好奇的莫过于河长眼中
的流域治理的难、痛点。

听了“晋小禹”的提问，河长们直夸大伙儿
很“专业”，直击要害。“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梅
岭街道小区很多，产生的生活污水也水涨船高，
纳管排放成很大的问题。”梅岭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庄晓峰向“晋小禹”介绍了街道在流域治理时
遇到的难题，呼吁“晋小禹”在家庭生活中，多多
科普节水、护水知识，带领家长一起保护水资源。

除此之外，其他河长也围绕此问题，结合各
自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享。从他们的发言
中，可以发现群众爱水护河意识薄弱、居民生活污
水没有纳管排放、河道清淤难度大等是河长们在
工作中的最大“拦路虎”，需要想尽办法攻克。

困难在前，晋江 19个镇街、经济开发区的
河长办并不退缩，多措并举，积极践行生态治河
理念，强化源头管控、加强生态修复。“爱水惜
水、河畅水净、景美人乐”的“亲水晋江”建设持
续推进。

“宣传上，各镇街借助社区、学校等，普及群
众的爱水护河知识，增强群众的爱水护河意识。
流域治理上，保护水源地，对河道进行清淤，收集
处理好污水，同时提升景观设计，打造居民生活
休闲好去处。”晋江市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张源昌说。

听了河长们的回答，“晋小禹”们不仅收获
了很多知识，也深刻意识到爱水护河的重要性。

“作为‘晋小禹’，我要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同学和
家人，带动他们一起为建设大美晋江而贡献一分
力量。”安海西隅小学小记者袁崇皓有感而发。

据悉，今年，晋江市水利局、晋江市河长制
办公室、晋江市自来水公司联合本报面向全市小
记者征集50名“晋小禹”。接下来，“晋小禹”将
通过“参观+体验”的方式，“牵手”民间河长、乡愁
河长、企业河长等，开展实地检查、主题调研等相
关活动，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治水、护水之中。

小 记 者 感 言

小记者与水的不解之缘

表演、采访两不误

花絮

花絮

关工委之声

“晋小禹”对话河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