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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4月 19日，晋江经济报创
刊了。从报社领导班子组建到报纸创
刊，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创造了中
国报业史上的“晋江速度”。17年来，
晋江经济报为读者呈现了最新鲜、最
热门的资讯，是很多人了解晋江的一
扇窗口。如今，走进晋江的家家户户，
都能看到《晋江经济报》的身影。

这次我们小记者就走进晋江报业
大厦参观，近距离了解晋江经济报的故
事。“这就是大记者们办公的地方，真气

派！”一走进晋江报业大厦，小记者们纷
纷发出感叹。我们先参观了大记者、大
编辑平时办公的地方，了解一张报纸

“从无到有”的过程，感受到了晋江经济
报社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随后，我们还跟着大编辑学习如
何制作版面，原来记者们的来稿要先
传到稿库，编辑们再进行挑选和编
辑。我们在大编辑的指导下，纷纷上
手体验，完成了简单的编稿流程操作，
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本报讯（小记者 王悦菡）近日，晋江市紫帽中心
小学大队委组织小记者及六年（1）班同学前往蔡松火
纪念馆参观，了解蔡松火的奋斗足迹和感人事迹。身
为小记者的我，有幸作为红领巾宣讲员传颂蔡松火的
一生。

蔡松火纪念馆位于晋江市紫帽镇塘头村，整个场
馆由两个部分八个展区组成，立体、真实地呈现了蔡松
火的一生，表现了他孝亲报恩、和谐邻里、尊师重教的
赤子情怀。

整个场馆中最让大伙儿印象深刻的还有朱幼娟
铜像，铜像被雕琢得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它
逼真地塑造了母亲盼子归来的生动形象，同时也寄
予了蔡松火对慈母的深切悼念。1982年 7月，蔡松
火以 11万元港币独资创办以其母命名的朱幼娟教
育基金会。成立 30多年来，朱幼娟基金会共为中小
学生发放助学金 1.2万人次，为 1000多名学子发放
了奖学金。

指导老师 林云玲 指导记者 蔡红亮

本报讯（通讯员 吴婷莲 本报记者 阮芳菲） 4
月14日，《为一棵梧桐署名》出版分享会在龙湖镇阳溪
中心小学多媒体教室举行。学校小记者慕名前来取
经，聆听创作背后的故事。

据了解，《为一棵梧桐署名》的小作者吴桐是阳溪
中心小学四年2班学生，也是本报小记者。她7岁开始
写诗，是阳溪中心小学历年来在小学阶段独立著书出
版第一人。

“你是怎样挤时间创作的呢？”“你的灵感来自哪
里？”“父母是怎样引领你走向诗歌创作之路的？”……
分享会一开始，小记者们迫不及待抛出疑问，都想知道
吴桐是怎么成为小诗人的。

“不管是想要写好诗歌还是平时的作文，首先要做
到多阅读、勤练笔，只有不断积累素材，才能下笔如有
神。”小诗人吴桐和小记者们愉快地聊了起来。

分享会快结束时，吴桐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为一
棵梧桐署名》赠送给参加分享会的小记者，希望通过自
己的分享，让小记者们去发现、去感受、去欣赏、去热爱
诗歌。

当天，还有多名作家出席分享会，他们也分享了自
己对吴桐作品的感想，还总结出多条宝贵的创作经验，
并语重心长地叮嘱小记者们要留心观察，多读好书，坚
持创作。

小记者感言
吴桐小诗人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写诗的妙招。在她

身上，我学到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热爱之心。
王亦心（三年1班）

从现在开始，我要多阅读，勤观察，善思考，向吴桐
同学学习，做一名善于写诗的小诗人。

施月琦（三年2班）
原来，我们不是没有写诗的天赋，而是缺少一双发

现美的眼睛。只要我们善于观察生活，勇于探索，就有
机会成为像吴桐同学这样优秀的小诗人！

吴梓欣（四年1班）
仅四年级的吴桐已写了将近300首诗。她采撷生

活，肆意想象，自由表达，把亲身经历转化成诗。我要
向她学习！ 陈尚杰（五年3班）

本报讯（小记者 林思澜）近日，晋江安海养正中
心小学小记者站在校内开展“发现中国古建筑之美·闽
派建筑”春季研学活动，小记者在传统工艺中感受闽南
建筑文化，沉浸式体验出砖入石装饰画手作。

活动中，通过观看《闽南大厝》纪录片，我们五年级
的小记者了解了闽派建筑的文化背景、出砖入石的典
故。接着，我们通过观察建筑构件、接触不同材料，充
分领略红砖与白石镶嵌的独特工艺。

手作体验环节中，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瓦片、花
岗岩等材料制作出一个小建筑，将其平铺在木板上。
设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耐心地找到适合的砖块往木
框上摆，有时也要横放一些石头，以便更好地体现出砖
入石的感觉。

通过此次活动，我收获满满，不仅锻炼了动手能
力，还开阔了视野，知道了许多关于古建筑的知识，发
现了中国古建筑之美。

小记者感言
虽然我不是做得最好看的，但我依然深刻感受到

了“劳动创造美好”的喜悦，不禁吟道：“红砖白石双坡
曲，出砖入石燕尾脊……” 刘艺翔（五年1班）

通过做闽派古建筑的模型，我体会到了古代人民
的智慧。我痴迷地看着这些红砖古厝，想象着古人是
如何努力地营造自己的温馨小家、如何认真设计、如何
费心地搭建。这一砖一瓦都是他们对家人的爱，对未
来和谐安定生活的爱。

杨因曼（五年2班）
通过参加这次红砖古厝手作活动，我明白了做任

何事都要有耐心、要坚持，也体会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
智慧。

颜奕琦（五年1班）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颜若银 陈晓云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
磁灶大埔中心小学小记者快乐出发，前
往泉州闽台缘博物馆和泉州市科技馆参
观，一路收获，一路成长。

来到泉州闽台缘博物馆。一进入大
门，“大榕树”火药爆破绘壁画的壮观场
景让大伙儿为之震撼。在教官的带领
下，小记者们依次参观了“远古家园”“血
脉相亲”“隶属与共”“开发同工”“文脉相
承”等专题展览，一路参观一路记录，了
解了闽台先民的生活场景和多彩醇厚的
民间习俗，感受了海峡两岸血水相融的
民族情缘，体会到闽台本一家、渊源密切
的血缘关系。

随后，小记者们转战泉州市科技馆。

大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厅里的现代科技
成果，认真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感受到科
技带给人类的财富和未来生活的美好。

小记者感言
这次研学中，我最感兴趣的当属观

看4D影视了。椅子会伴随电影情节，时
而前后摇动，时而上下跳动，引得大家尖
叫声不断。 何佳研（四年1班）

“太空冲浪”游戏深深吸引了我，真
想坐上飞船去看看神秘的太空世界。

姚梓铭（四年1班）
这次研学活动，打开了我的视野，收

获了知识，让我的生活添上了许多乐
趣。 吴婧宜（四年1班）

科技实在是太有趣了，让我大开眼
界。原来我们身边的科学真不少，大家
可要好好观察研究。

吴梓萱（四年1班）
我知道了海峡两岸同胞一脉相承，

手足情深，期待宝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
的怀抱。 吴景楠（四年1班）

科技主题馆里的科技作品琳琅满
目，作为科技爱好者，我一下子就沉浸在
科技的海洋中。

庄梓昊（六年2班）
这场研学活动，我学到了许多教科

书上学不到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期待下
一次研学之旅。

王锦彬（六年2班）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通讯员 许美
珊） 近日，晋江安海坝头小学小记者
走进世界遗产点——磁灶窑址(金交椅
山窑址)，参观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
馆，并化身“巧手小匠人”，学习陶瓷彩
绘和拉坯，领略了磁灶窑陶瓷工艺的
魅力。

在博物馆内，小记者们全神贯注地
听着讲解员介绍泉州在宋元时期外销
世界各地陶瓷的运输航线中的作用，随
后大家一同欣赏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
青釉瓷器、宋元时期酱釉碗碟壶，还通
过陈列的各种工艺品了解宋元时期磁
灶窑装饰艺术风格。

在动手体验环节，小记者们现身陶窑
设计实践基地，学习陶艺拉坯。小记者们
在陶艺师的带领下，扶住陶泥尝试拉坯，

制作出一个个陶窑碗。彩绘组的小记者
们也不甘示弱，他们在白兔模型的陶瓷上
进行创作，不一会儿工夫，一只只色彩斑
斓的小兔子便“诞生”了。

小记者感言
在陶艺师手中“乖乖听话的

泥宝宝”，在我手中却变成了“抓
不住的滑泥鳅”。原来看似简单
的事情，背后却经历了多次的磨
炼，学习何尝不是如此呢？

凌馨（四年1班）
我也学着陶艺师的样子，小

心翼翼地扶着泥团转。就这样，
我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手势和力度，
终于成功做出了一个陶碗。

王天宇（四年1班）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新塘街道沙塘
中心小学四年级小记者在研学导师的带领下，前往福
建崇武海洋科普馆，探索海洋奥秘，领略海洋文化。

小记者们首先来到了展厅三楼，在讲解员带领
下，通过海水 pH值检测实验，探究海洋环境是否被
污染，深入了解海洋的监测系统，加深对海洋环境保
护的意识。

为了让大伙儿能够更深一步地了解海洋知识，在
海洋文化主题研学教室里，研学导师还手把手教起了
小记者如何变废为宝，将废弃的物品变成日常生活中
可用可观赏的东西。

整个制作过程充满欢声笑语，小记者们充分发挥
想象力，挖掘废弃物品的价值，再通过自己的巧手，将
其摇身变成小小工艺品。在制作过程中，小记者们也
明白了什么是海洋环境保护，纷纷表示要从自我做起，
树立环保意识，保护我们的蔚蓝星球。

小记者感言
在这次研学活动中，我学习到了各种海洋知识，真

是太有趣了！ 吴佳航（四年4班）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当好海洋环保小卫士，让海洋

重新变得更清澈，让天变得更蓝。
李槿希（四年1班）

这次的海洋科普馆研学之旅，我感悟很深。海洋
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它还藏着丰富的宝藏。

王垚璋（四年1班）
我用废纸板和橡皮泥做了一只粉红色大章鱼，想

要借此告诉大家：要珍惜海洋资源。
彭卓勇（四年1班）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地意识到，保护我们的自然
环境有多么重要。 林晓靖（四年1班）

原来我们大声嚷嚷就已经在制造噪声了。让我们
一起行起起来，争做环保小达人。

黄禹涵（四年3班）

化身小主播 学当小编辑 体验活字印刷

百名小记者斗阵探秘“新闻之家”
《为一棵梧桐署名》分享会
阳溪中心小学小记者来取经

养正中心小学小记者

沉浸式体验闽南建筑之美

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
探索海洋奥秘

紫帽中心小学小记者
参观蔡松火纪念馆大埔中心小学小记者感受闽台文化

坝头小学小记者变身“巧手小匠人”

明日，晋江经济报即将迎来 17 岁生日。连日
来，晋江深沪中心小学、成功中心小学、金井瀛洲小
学等学校，百名小记者分批探秘“新闻之家”，“斗
阵”为本报创刊17周年“添人气”。

在晋江经济报社印刷博物馆，
我们与印刷术来了一次亲密接
触。看着自己动手制作出的精美
的活字印刷作品，我高兴极了。
许芷淇（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印刷
术的奇妙和报社记者的辛苦。
柯童文（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通过本次活动，我了解到印刷
术分为凸版印刷和平版印刷等方
式，深刻地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
吴昕妍（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我最喜欢的要属活字印刷术
了，因为它让我体会到了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也让我感受到了古代
人民的智慧与才干。

翁一哲（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本次活动，让我更加了解晋江

经济报。我们还体验了活字印刷
术，满载而归。

陈书琪（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通过活动，我对记者这个职业

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要努力学
习，力争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记者！

刘依伊（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这是一趟奇妙的探索之旅，我

们了解了记者的工作日常，也体验
了活字印刷术，收获满满。

黄诗琳（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我们学习当主播、学做版、体

验印刷术……每个学起来都不简
单，我很用心去听、去看、去做，收
获颇多。

郑澎（晋江金井瀛洲小学）
通过这次活动，我收获很大，

也明白了当一名小记者需要具备：
自信、多读书、口才好、有礼貌，活
泼开朗等条件。

王铭怡（晋江金井瀛洲小学）
通过亲手体验印刷术，我明白

了印刷制作的不容易，深刻地感受
到了古人的智慧！

王巧诗（晋江金井瀛洲小学）

看着提词器里一个字一个字
在我眼前划过，我嘴里的字不由
自主地蹦出来。当听到“停”这
个字的时候，我绷紧的心也放松
下来。

王炜棋（晋江金井瀛洲小学）
我们体验了编辑工作，我发现

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很不容易。一
篇文章的发表得经历筛选、校对、
组稿、审核、排版等过程，非常考验
人的耐力和智力。

王希妍（晋江金井瀛洲小学）
指导记者 阮芳菲 刘泽宇 欧阳霆

最近，晋江经济报小记者还有一个
栏目引起了热议，那就是“校园新鲜事
晋江少年说”。由小记者们化身小主播，
为大家播报晋江教育及校园新鲜事。

小记者们在哪里播报新闻的呢？
大记者带领我们走进了晋江经济报今
年年初刚刚投用的全媒体演播室一探
究竟。一走进去，小记者就忍不住发
出赞叹。只见一块绿布挂在墙上，灯

光、摄像等设备齐全，让大家都想站在
镜头前，体验当一回主播。

大记者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让我
们真正体验了一番。我们戴上麦克风，
面对镜头，尝试播报了一则学校新闻。
虽说是初体验，小记者们一个个表现不
俗，播报时自然流利，落落大方，备受好
评。通过这次别样体验，我们也感受到
了主播这份工作的不容易。

化身小主播 趣说校园新鲜事

早有耳闻晋江报业大厦有一个“网
红打卡点”——晋江经济报印刷博物
馆。趁着参观晋江报业大厦，我们小记
者兴致勃勃地“探秘”起了印刷博物馆。

印刷博物馆就位于晋江报业大厦
3楼，走进去只见玻璃柜里陈列着不
同年代的印刷工具，墙上图文并茂地
介绍印刷术的发展史。在这里，我们

通过听讲解、观展览、动手体验活字印
刷等活动，了解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的印刷文化。

其中，最有趣的当属活字印刷体
验了。我们先在铅字上涂抹墨水，再
拿出宣纸平铺在字体上，接着压一压，
最后拿起来晒干，一个个鲜活的汉字
便跃然纸上。

解锁活字印刷术 感受有温度的文字

本报小记者 林梓阳 孙澍 许钧惟（成功中心小学） 陈俊鹏 吴荣旭（深沪中心小学） 王思雯 王名源 高博 王梓灵（金井瀛洲小学）

小记者感言

小记者学当小编辑。

小记者体验活字印刷。

学当小编辑 了解报纸“诞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