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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经济报·晋江安海龙山小学小记者习作选登

蔡永德（三年1班）

元宵节到了，家家户户都开始热闹了起来。有的人
在吃着香香甜甜的汤圆，有的人在观赏着绚丽多彩的烟
花，还有的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而我的家里也很热闹。只见妈妈在厨房里忙着搓
汤圆，她先拿出一个小面团，然后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
一个圆形的面片，之后用汤勺舀一勺花生末包在面片
里。不一会儿，一个个圆圆胖胖的“汤圆娃娃”就整整齐
齐地摆放在盘中，像一个小小的卫兵挺立在那里。“煮汤
圆喽！”我大声地喊道。妈妈把一个个憨态可掬的“汤圆
娃娃”放进滚烫的水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
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就煮好了。我赶紧舀起一个汤圆，就
要往嘴里送。“小心烫！”妈妈急忙阻止我，“真是只小馋
猫，一刻也等不了呀！”

吃过美味的汤圆后，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大街上。此
时，大街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灯，五彩缤纷的花灯聚
拢在一起，仿佛成了一个灯的世界，看得我眼花缭乱。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绚丽多彩的烟花，有的像一朵已经
绽放的花朵，有的像一个大大的蘑菇，还有的像一只可
爱的小狗，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呀！

“元宵节挂花灯，大街小巷人如潮。”这真是一个热
闹非凡的元宵节呀！

名师简评：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着元宵节的喜气洋
洋，热闹非凡！作者细致刻画了搓汤圆吃汤圆的场景，
尤其是描写自己贪吃的样子，生动有趣，十足的小吃货
跃然纸上，让人忍俊不禁！ 陈丽云

热热闹闹过元宵

许靖晨（五年级）

比起日落，我更喜欢日出。
正值暑假，我们一家人心血来潮决定到海边露营。一到

海边，我便“蠢蠢欲动”。总听老师讲“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
江水绿如蓝”。日出这么美，为何不趁这个机会看看呢？说干
就干，隔天清晨，我便早早地拿着小板凳来到海边“蹲守”，准
备好好观赏一下这“奇观”。

清晨五时许，周围还是一片寂静，天依旧蒙着它那黑暗的
面纱。我只好静静地等待着。霎时，黎明像一把利剑劈开了
黑黑的“幕布”，露出了一道道金光。紧接着，一颗圆滚滚的火
球，从东方探出了小小的头。调皮的雾也紧随其后奔跑而来，
为整个天际盖上一层薄薄的纱幔，真是壮观啊！

几分钟后，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了半边脸，天空也渐渐泛
起鱼肚色，为波光粼粼的海面增添了无限光芒。这时，雾气开
始骚动起来，“白雾仙女”缓缓收回它那美丽、纯洁的纱衣，天
空也慢慢褪了色，露出了它原本湛蓝的脸。

最后，太阳一点一点向上爬，终于向世人展现了它的真面
目。阳光发射出万丈光芒，它亲吻着大地、亲吻着大海、亲吻
着人们。远方，海水发出“哗哗”的海浪声，空灵幽静；海滩上，
沙子闪闪发光，好似洒了一地银白……海浪扑来，带走了我所
有的忧愁，留下了无限的欢乐。

我爱日出！
名师简评：在小作者的笔下，日出的景色是那样美丽动

人。他恰当地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细致地抓住太
阳和周围景物的变化，令人感叹日出的壮观。 肖诗婷

日出即景

曾锦焕（四年级）

汪曾祺在《人间滋味》里对土豆的描
写令我对土豆产生了别样的情愫。一想
起那金黄的炸土豆，我不禁升腾起一股冲
动——向妈妈“拜师学艺”。妈妈也很爽
快地答应了，边示范边讲解。我迫不及待
地卷起袖口，跃跃欲试，感觉这事是简单
的。但真正动起手来却不尽如人意，小细
节还挺多，还好终归是学会了。

今天家里来客人了，我想这是我展示
成果的时候了。我把土豆往案板上一放，
刮下皮来，准备切片。可如果土豆滚来滚
去，那不是很难切吗？我可有一招，把土
豆底下切一刀，然后把那一面向案板上一
放，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咚，咚，咚”刀
在案板上跳跃。这时，耳边传来一句妈妈
的叮嘱：“注意安全，这刀可是切肉都不用
费力的。”现在的大人，对小孩可真是操碎
了心。

在以前，做饭是七八岁甚至是五六岁
儿童的“必备技能”，而现在如果有这样的
小孩的话，都已成为所谓的“别人家的孩
子”了。我都 10多岁了，就只会煮饭和一
两道凉拌菜，或许现在的父母真的过于警
惕了。可我们始终要独立的，小时候就应
自己体验生活，而不是长大再被迫独立。
正思索着，我把土豆片放进电饭锅内，开始
蒸土豆。等待的时间里，我总结了几次失
败的缘由：时间太短，没蒸熟；火太大，炸焦
了；忘了放调味料，太难吃了……

“叮！”的一声，菜煮好了。我将手洗
净，然后打开电饭锅，盛出锅内的土豆放到
盘里，再掏出勺子一顿“疯狂输出”。不久
之后，半盘土豆泥就出现在了眼前。随后，
再加入盐、胡椒粉、淀粉等开始揉搓。这个
步骤虽费力，但也挺好玩的。不久后，一堆
软软的“面团”就摊在了桌上。再将其搓成
条，切切切，一块块土豆块出现在了眼前，
我用叉子印下了可爱的印记。

起锅烧油后，我把土豆一块块送入
油锅，不一会儿锅中已出现了金光闪闪
的土豆块。这时，妈妈的喊声传来，“小
心点”。正听着，一滴热油溅到了我身
上，吓得我大叫一声。妈妈连忙跑过来，
问我有没有被烫伤？我回一句没事，她
这才走开。的确，做饭不容易，动手的时
候应该慎之又慎。但是熟能生巧，在多
次的操作中慢慢地也能知道怎么避免受
伤。终于，炸土豆制作成功，空气中弥漫
着土豆香。

看着表弟们吃得津津有味，听着大人
们的赞赏和口中咔咔的响声，我心中满满
的满足感，心想：实践出真知，有劳才有获，
通过努力掌握一项技能的感觉真好！

指导老师 颜天化

我的拿手好菜

今日小记者，明日大作家！希望小记者们在今后的
实践中，用眼睛去发现世间的美好，用心灵去触碰生活的
感动，用笔触去弘扬社会的正气！在广阔的世界里让自
己和更多的人闪闪发光！

辅导老师寄语

晋江安海龙山小学小记者站负责人 黄绣蓉

陈如仪（四年级）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一
道“拿手好菜”，是一场烹饪的体验，更是一次充满趣味的成
长。我会做的菜有西红柿炒鸡蛋、酸辣土豆丝、凉拌黄瓜等
等。其中，最拿手的要数西红柿炒鸡蛋了。

首先是准备3个鸡蛋，1个西红柿。把红通通的西红柿洗
干净，再切片放到盘子中。我拿着鸡蛋往桌上一磕，磕出来一
个小洞,金黄的鸡蛋液和透明的蛋清一同流入碗中。突然，我
发现有个蛋壳在碗中“游泳”。于是，我拿起筷子，伸向蛋壳。
可是，它就像顽皮的孩子一样，不想被夹到，我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才把它夹上来。

万事俱备，要开始炒菜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煤气灶，第
一次没成功，再来一次。只听见“哧”的一声，一个穿着红裙子
非常可爱的火宝宝一下子蹦出来，吓了我一跳。我稍等片刻
后，颤颤巍巍地将油倒下去。“嗞嗞嗞”一滴油差点儿飞到我身
上，幸好我一个躲闪，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过了一会儿，油不
再跳来跳去了，我便把搅拌好的鸡蛋液倒下去翻炒。

鸡蛋炒好后，我用铲子把它装进盘子里备用。接着，我把
西红柿倒入锅中。随着铲子上上下下一阵翻炒后，红红的西
红柿汁在锅中流淌着，看着十分美味。随后，我把鸡蛋倒入锅
中继续翻炒，加入盐、糖等调料后，又放了葱花。顿时，一阵香
味飘出，一道美味的西红柿炒鸡蛋便做好了。

那金黄的鸡蛋上有着翠绿的葱花，流着红红的西红柿汁，
光闻香味，大家就已口水直流了。家人们纷纷动起手中的筷
子，不一会儿，这盘美食便被一扫而空，就连汤汁也不剩。

希望我可以快快长大，做许多美味可口的美食，让家人们
品尝到更多的美食！ 指导教师 许秀真

曾雅文（四年级）

有人说家是爱的港湾，为我们
遮风挡雨，有人说家是温暖的阳
光，使我们不再寒冷，而我的家却
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小小“动物园”。

说起我的妈妈，她可是只勤劳
的蜜蜂，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给
我做丰盛的早餐，然后嗡嗡嗡地在
我耳边“唱歌”。每次听见嗡嗡的
唠叨声，我就会不耐烦地说：“我知
道了。”有一次，我跟好朋友约好出
去玩，可我的作业还没有写完。妈
妈知道后，在我耳边嗡嗡“唱”个不
停，我用手捂住耳朵对妈妈说：“好
的，我这就去写作业。”妈妈听后才

“安静”下来。
我的爸爸是一只狮子，只要我

和妹妹吵架，爸爸就会用他的“狮
吼功”来吼我们。有一次，我和妹
妹因为分糖果开始争吵。爸爸听
见了，用他的“狮吼功”大喊一声，
我和妹妹听后立刻躲回房间。

而我，就是一只小猴子，经常
喜欢模仿别人说话，还喜欢吃香
蕉。有一次，爸爸从菜市场买了香
蕉。我看了两眼发光，快速掰下一
根往嘴里送，吃得满嘴都是，惹得
大家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家的小小“动物
园”。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来我家
参观哟。 指导老师 洪美苏

曾筱丝（三年2班）

“小黄鸭，卖小黄鸭咯。”家门
口的叫卖声越喊越起劲。可这一
声声吆喝却勾起了我那悲伤的回
忆……

那年暑假，我养了一只小黄
鸭，它长着圆圆的小脑袋，扁扁的
嘴巴，一身黄色的绒毛，可爱极
了。我将它养在纸箱里，从此纸
箱就成了小黄鸭的“家”。小黄鸭
总是神气地挺着胸膛，大摇大摆
地在纸箱里东啄啄、西碰碰，不亦
乐乎！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它
的家就变得一片狼藉。我只好将
它从纸箱里“解放”出来，对它的
家进行一番大扫除。不一会儿，
它的家终于恢复了整洁。我正准
备将小黄鸭重新抓进纸箱里，却
发现“抓鸭”是件难事。

“抓鸭行动”正式开始！我蹑
手蹑脚地靠近小黄鸭，紧接着迅

速左扑右突。可它似乎早有预
料，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逃脱。
这时，我不经意间瞥见了一旁的
竹筐，脑海里瞬间蹦出个念头：我
可以用竹筐罩住它，这样它就不
会四处逃窜了。说干就干，我立
马抓起竹筐，瞅准小黄鸭的位置
猛地一抛，“砰”的一声，成功了！
我立刻凑近一看，发现小黄鸭的
右脚竟被竹筐砸到了。它直愣愣
地盯着我，痛苦地呻吟着。我迅
速移开竹筐，只见它努力地撑起
自己的身子，一瘸一拐地挪着步
子，走两三步便一个踉跄。看了
这一幕，我鼻子瞬间一酸，泪水悄
然滑落：“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从此，这件事就成了我心中难以
抹去的痛。

每每回忆起这悲伤的一幕，
内疚便如潮水般涌入心头，我多
么希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指导老师 蔡美真

小小“动物园”

我的拿手好菜

悲伤的回忆

去年，摄影爱好者郑先生在九十九溪拍
到泉州市首现的珍稀鸟类——红胸田鸡。
自此，晋江市九十九溪田园风光的“绿意”
中，时常能看到摄影爱好者们扛起“长枪”，
捕捉鸟儿悠闲觅食的身影。

围绕九十九溪流域，晋江持续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很好地承担了保护耕地、传承农
耕文化的历史责任。而作为晋江都市田园会
客厅，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项目的持续推进，还
起到了“城市中央公园”游憩休闲、生态湿地
调节、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景观，在晋江
大大小小的公园中随处可见。

以改善人居环境和城市功能为目的，这
些年来，晋江综合开展河湖整治、海绵城市
建设，晋江南岸、晋阳湖、绿洲公园、八仙山
等已成为集防洪、景观、休闲、健身功能于一
体的城市湿地生态空间，促进人与自然、城
市与湿地的有机融合。

除了公园，流域景观也成为晋江市民品
质生活的一大载体。

近年来，通过“河长制”助推“河长治”，晋
江将全市21条河流分为市镇两级管理，统筹
生态水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努力实现流域环
境整洁优美、水清岸绿，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
生态湿地美。

晋江：呵护湿地 守护“地球之肾”
本报记者 蔡斯洵

四月芳菲，泉州湾河口湿地晋江段，美丽月见草灿然盛开。不远处，近3000亩红树林筑起一道道“绿色城墙”，
抵御海浪对堤岸的侵袭；放眼望去，雁鸭畅游、飞鸟翱翔，一派野趣盎然的自然景象。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
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

晋江地处滨海地带，湿地资源丰富，泉州湾河口湿地、围头湾、深沪湾及安海湾是我国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近
年来，晋江市加大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以林长制统筹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落实“宣、治、护、巡、管”等五大措
施，有效提升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功能性和持续性。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到晋江越冬、停歇、
繁殖，见证了晋江生态持续向好，成为晋江亮丽的生态名片。

挖草、翻盖、深埋……在晋江，互花米
草的攻坚除治工作一直没有停过。

互花米草是全球最危险的 100种外
来入侵物种之一，其繁殖异常迅速，可能
妨碍潮沟和水道畅通，竞争取代土著植
物，甚至可能引发水质灾害，严重影响人
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晋江沿海滩涂广阔，也深受互花米草
之害。泉州湾晋江滩涂是“陈埭蛏”的传
统养殖基地，互花米草入侵后，生长迅速，
蔓延面积达5000多亩，侵占大部分滩涂，
导致鸟类失去栖息和觅食空间，严重威胁
区域生物的多样性。

2020年起，晋江通过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摸清 122公
里海岸线海洋灾害的“底数”，并形成晋
江市第一次海洋灾害风险普查报告。
近年来，晋江启动海岸线生态化改造，
向互花米草全面“宣战”。蓝色海湾综
合整治项目成为互花米草除治的“样板
工程”。

“晋江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结合‘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项
目，在多年治理互花米草经验的基
础上，分区域、多类型统筹开展除
治攻坚行动，全力斩草除根，防止
死灰复燃，让美好滨海生态成为
全民共享的绿意空间。”晋江市
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局长曾伙明
介绍。

据统计，当前，晋江采取红
树林替代、水淹防控、人工管护
三种整治方案，已完成互花米草整
治 7635 亩。目前，泉州湾河口湿地
自然保护区晋江段生态效应初显成
效，红树林成活连片，白鹭飞翔，鱼儿
聚集，放眼望去，一幅鱼鸥翔集、人海
和谐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

与此同时，晋江继续推进蓝色海湾生
态修复项目，加强红树林后期养护、红树
林监测和湿地宣教基地建设；结合“美丽
海湾”建设规划，逐步在安海湾、深沪湾策
划乡村振兴、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全面
提升滨海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

站上泉州市“蓝色海湾”综合整治项目二期工程的鸟类监测塔，举
目远眺，新种植的红树林连绵成片，鸥鹭、雁鸭等鸟类飞翔其间。

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是“蓝色海湾”综合整治项目的一项重点内容。
“红树林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可以称为‘海岸卫

士’。”泉州市“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项目负责人吴锟福介绍，近年
来，晋江加大生态整治修复力度，红树林生态修复2912亩，鸟类栖息
地营造374亩，海岸生态化改造271亩，构建了以滨海湿地—生态海堤
—海岸生态防护带为核心的海岸带生态系统。

湿地生物多样性是否见成效，鸟儿说了算。
3月31日，泉州市观鸟学会会员黄宝桐在泉州围头湾发现白嘴端凤头

燕鸥，这是泉州观测到的第361种鸟类，也是福建省发现的第593种鸟类。
“这种鸟类在中国极其罕见。”泉州市观鸟学会会长吴轲朝介绍，此次在

围头湾发现的白嘴端凤头燕鸥，是中国大陆今年的首次记录。这只白嘴端凤
头燕鸥属于迷鸟，即由于天气或者其他自然原因，偏离自身迁徙路线，出现在
本不应该出现的区域的鸟类。而这种鸟类一般没多久就会飞离这个区域。

近年来，遗鸥、勺嘴鹬、栗喉蜂虎、黄嘴白鹭、黑脸琵鹭、卷羽鹈鹕等国家
重点保护鸟类不断作客晋江。就泉州湾河口湿地一处，每年都有三四万只
鸟类到此栖息、觅食、越冬，保护区鸟类已达203种，且频见珍稀鸟类，包括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12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鸟类26种。

除了筑牢绿色城墙，晋江还严格监管，建立湿地动态监管系统。据了
解，晋江通过增设2台双目中载云机高清远距离监控探头，配置6名安保专
职人员，建立“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监管机制，全力捍卫湿地安全。

全面宣战 整治互花米草 筑牢城墙“海岸卫士”上岗

城市双修 营造“绿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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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江，互花米草攻坚除治工作一直没有停过。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中华凤头燕鸥 黄宝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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