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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我来题

孙雅楠（晋江英林达德小学三年2班）

大家好！我叫孙雅楠，晋江英林达
德小学三年 2 班的学生。我是个活泼可
爱的小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热爱
书法、绘画等。希望我加入小记者后能
学习到更多知识，使我的童年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蔡红亮 洪伟鹏 秦越）
亲水是每个小孩的天性。随着天气回暖，游泳成了不
少青少年课余放松的最佳选择。

泳姿很多种，安全第一条。近日，本报先后组织
晋江内坑怀斧小学、梅岭希信中心小学等学校小记
者走进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参加由晋
江市体育局、晋江珠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
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小记者们通过理论学习
和水中实操，认识到防溺水安全的重要性，掌握求生
技能，满载而归。

换上泳装后，一堂别开生面的防溺水知识学习课
拉开了帷幕。“你们知道哪些地方有可能发生溺水事
故吗？”“可以借助哪些东西来救人？”“看到有人溺水
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教练结合例子，逐一为小
记者们普及游泳安全要点、防溺水知识，教小记者们
如何自救等。大伙儿都听得十分认真，不时与教练互
动。防溺水安全公益课上，教练多次提醒小记者们要
增强防溺水安全防范意识，做到远离危险水域，未经
家长允许不去不明水域戏水、不去水深危险地段游玩
打闹，把安全放心中。

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防溺水安全，教练现场
示范了用救生圈、救生竿、救生浮漂等救生器材对正
在挣扎的溺水者进行施救。部分小记者还动手体验
了一番，真真切切感受到掌握防溺水知识的重要性。
此外，教练还为小记者们传授了游泳救生心肺复苏的操
作。检查溺水者意识、清除口中异物、打开呼吸道、判断
呼吸、口对口吹气、检查脉搏、胸外按压……每一个步
骤都蕴藏着很多细节，小记者们一边聆听讲解，一边
学着教练的动作进行比划，十分认真。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当天，小记
者们还进入泳池，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水中实操，收
获了一份防溺水“安全大礼包”。怀斧小学五年1班小
记者李桠洁说：“这堂课生动有趣，讲了许多我们平时
学不到的知识。比如户外有人溺水能做的事和不能
做的事，遇到溺水时该怎么办，如何对溺水的人进行
急救等。”

对此，希信中心小学小记者也深有同感，“不管做
什么，安全都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学
习，掌握安全知识。回去后我会把这些安全知识分享
给同学，大家一起做安全‘代言人’，安全而又快乐地
度过每一天。”

“我们希望通过课程教学，尽可能多地为师生、家
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技能。”晋江二体工作人员
萧永佳说道。

走进晋江二体游泳跳水馆
百名小记者收获防溺水“ ”

小记者感言

在这场活动中，我知道了溺水抢救和游泳救生心肺复苏的有关知识，这
真是一场关于“生命”的旅行！ 傅梓煊（晋江内坑怀斧小学）

课堂上，我们听得很认真。教练请了9个小记者上台学习如何施救，其
中一个就是我。终于轮到我的时候，我俯身趴下，救回了“溺水者”，心里有
满满成就感。 王妍昕（晋江内坑怀斧小学）

一进到游泳馆，我们都目瞪口呆：天啊，好大的场馆啊！跟电视中看到
的游泳比赛馆一模一样。我们在教练的带领下上了一堂与众不同的防溺水
课。 尤梓茵（晋江内坑怀斧小学）

本报讯（记者 孙翠娇 洪伟鹏）春光正盛，万物
可爱。4月 8日，本报小记者踏着轻快的脚步前往南
安坤坤农场，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寻宝”之旅。了
解玉米的前世今生、下田插秧、古法磨玉米汁……小
记者们真切感受到了田间劳作的乐趣，满载而归。

一到农场，小记者戴上草帽，跟着坤坤老师进入
玉米地中，一阵清新的玉米香扑鼻而来。“玉米是单子
叶植物，它的一生大致分为6个阶段：种子、发芽期、前
期、穗期、花粒期和成熟期……”看着老师手中的玉米
幼苗，小记者个个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认真地边听边
做笔记。为了让玉米更好地长大，有爱的小记者还深
入玉米地里，帮助玉米拔草、去侧枝。

“这些都是水果玉米，可以生吃，但要摘到满意的
玉米，需要一定的技巧……”小记者在老师的指导下
精挑细选，亲手采摘了自己最喜欢的那颗玉米。剥开
玉米叶，黄白相间的果肉显露出来，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小记者们赶紧品尝起来。“哇，这个玉米好特别
啊，又嫩又脆，一口咬下去，鲜甜的玉米汁直接喷进我
的嘴里。”大家吃得十分过瘾。

最有趣的要数插秧这个环节了。面对眼前这
片陌生的水田，小记者们并没被劝退。他们脱掉鞋
袜、挽起袖子、卷起裤脚，大胆迈向水田，一只只小
脚丫在淤泥中缓慢挪动着。在坤坤老师的标准示
范后，小记者们现学现卖，俯身插秧：先用手指头握
住秧苗的根部，再往泥里插进 5 厘米左右，秧苗一
棵棵稳稳地站立着。虽然此时小记者们已满头大
汗，但看着自己种下的秧苗，心中充满喜悦，因为在
播种秧苗的同时，他们也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这希
望的田野当中。

小记者变身“小农夫”

这个周末有点“ ”
小记者感言

插秧看似简单，其实挺复杂的。首先要把秧苗
的根抓住，接着插到泥土里。一开始，我们力度不
够，秧苗插得歪歪斜斜的，后面在老师的指导下，才
把秧苗扶正插好。

陈子逸（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三年1班）
秧苗像一个个小娃娃落地，非常热闹！虽然我

们脸上、手上、脚上都沾满泥，但我们这些“泥猴子”
个个玩得不亦乐乎。

黄宇航（晋江深沪华海小学三年3班）
这次活动，我收获满满：感受了农家的欢乐，认

识了玉米生长的过程，抓到了田里那滑溜溜的泥鳅，
品尝了带有柴火香的烤玉米……生命不止，劳动不
息。让我们一起来劳动吧！

洪麦琪（晋江安海西安小学六年1班）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农村生活的乐趣，也迷恋上

了乡村生活。我了解了玉米的生长过程，从“一粒小小
的种子”长成“一个金黄饱满的大玉米”。我把它摘下，
亲手推石磨，玉米汁从石磨里慢慢渗出、过滤。上锅煮
开后，品尝着原汁原味的玉米汁，我开心极了！

陈煜轩（晋江安海庵前小学四年3班）
在稻田插秧时，我们挽起袖子，双手拿起秧苗用

力往泥土里一插，再用泥土狠狠地压实，就大功告
成；在捉泥鳅时，它全身滑滑的，想从我们手上挣脱，
结果还是逃不过我们的手掌心；在玉米烤好后，大家
都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真香啊！

施泽楷（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五年4班）

本报讯 （记者 蔡红亮 陈巧
玲）“原来好作文是这样‘炼成’的！”

“今后写作文可算有方向了！”……近
日，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小记者收获
了一份别样的“大礼包”——泉州市
作家协会会员、青年文学协会理事周
金水为小记者们带来了主题为“在作
文的天空轻舞飞扬”专题讲座，传授
写作锦囊。

一开始，周金水就与大伙儿分享
了网上一个很火的段子，借此告诉小
记者写作的意义在于分享传达喜怒哀
乐，在于审视自我的心路历程，同时写
作也可以帮助你留住美好往事的记
忆。听完，小记者们醍醐灌顶，既然写
作有这么多好处，那今后要勤练笔，好

好学写作文。
“那么，大家觉得好作文的标准是

什么呢？”周金水的一个提问，引得小
记者们议论纷纷，各自分享心中的好
作文标准。听了大家的分享，周金水
频频点头，表示小记者们都抓到了“精
髓”。“我认为好作文首先要有真情实
感，其次要文从字顺，同时它应该是思
想健康、积极乐观、传递正能量的。”周
金水分别列举了几篇文章，为小记者
们解析，大伙儿都听得十分认真，并不
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

了解了写作文的标准后，本次讲
座的重头戏来了！周金水现场分享了
多个写好作文的锦囊。其中，周金水
提到，要想写好一篇作文，小记者们要

学会调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
种感官，细心观察。其次，要懂得注重
构思，让文章读起来不会过于平淡，如
能有“一波三折”可读性会更强。

“要想写好一篇作文，还需要大家
勤于动笔，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多
种描写方法。”说到这，周金水提到，写
作是需要有灵感的，而灵感来源于日
常积累与阅读。因此，小记者们平常
要多留心观察生活，用手中的笔记录
生活，积累素材。

“听了周老师的讲座，我对写作有
了新的认识，也更懂得怎么写好一篇
文章。今后我会多多练笔，多看书，通
过写作来表达思想，爱上写作。”晋江
二小小记者苏炜桓说。

晋江二小小记者

在作文的天空轻舞飞扬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市关
工委主任陈晋永带队到晋江经济开发区关工
委调研。

调研组一行首先参观了开发区泉州（晋江）
非公企业法治教育基地、“党建+”邻里中心，了
解经济开发区关工委、商会关工委日常办公机
构建设情况。随后，在“党建+”邻里中心会议
室召开座谈会，听取开发区关工委近期工作进
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会上，与会
人员围绕推进民营企业关工委建设、打造关爱
品牌等工作畅所欲言，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
意见建议。

据悉，经济开发区关工委自2021年成立以
来，在高质量党建引领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其中，在较短时间内，成立了青少年社会
教育活动中心、组建了商会关工委及 6家民营
企业（蜡笔小新、盼盼、三六一度、好来屋、力诚、
卫顾）关工委，同时，积极推广“校企”（卫顾集团
关工委与八小大山后校区）结对开展关爱工作，
整合开发区总工会、教育促进会、企业爱心基金
管理委员会等多方资源，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
与爱心助学等活动。

关工委之声

晋江经济开发区关工委
打造关爱青少年品牌

这一堂课要学习的是韵母 [e]和 [ue]、[ui]。
[e]在汉语拼音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和普通话中
的“iê（椰）”“üê（约）”中的“ê”很像。大家可以
通过“ê”来学习闽南话的[e]。我们一起看一下
具体例字，比如“马”的读音是[ᵐbe³],“茶”的读音
是[te²],“礼数”的“礼”读音是[le³]，“债务”的“债”
读音是[ʦe5],“嫁人”的“嫁”读音是[ke5],“下面”
的“下”读音是[e4]。

[ue]在汉语拼音里面也是没有的，它相当于
在普通话中的元音“ê”前面加上一个“u”。比如

“杯子”的“杯”读音为[pue¹]；“买卖”的“买”读音
为[ᵐbue³]；“题目”的“题”读音为[tue²]；“细”读音
为[sue5]，它的意思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小”；“西
瓜”的“瓜”读音为[kue¹]；“鞋子”的“鞋”读音为
[ue²]。

在汉语中同样找不到与 [ui]相对应的拼
音。大家可能会想到汉语拼音的“uei”，但“uei”
和[ui]的读音很不一样。比如普通话中的“胖”，
在闽南话中叫作“肥”，读音是[pui²]；“追”读音
是[tui¹]；“雷”读音是[lui²]；闽南话中表示“嘴”的
这个词，我们叫“喙”，读音是[ʦʰui5]；“几个”的

“几”读音是[kui³]；“开门”的“开”读音是[kʰui¹]。

说咱闽南话
闽南语发音小课堂：
韵母第三课

观看视频跟读学习[e]和
[ue]、[ui]的发音

安 大礼包全

“晋江市本土作家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