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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
军） 12月 23日下午，一堂别开生
面的实践活动在晋江南岸生态公
园开讲，主角是由晋江市水利局、
晋江市河长制办公室、晋江市自来
水公司联合本报组织的一批“晋小
禹”。他们通过“参观+体验+采
访”的方式，“沉浸式”学习水知识，
了解晋江水域生态环境。

来到南岸生态公园，一幅水清
岸美的生态画卷在“晋小禹”眼前徐
徐展开。水域、林中依稀可见飞鸟
的身影。“这里可真美，空气新鲜，环
境又好，怪不得有这么多候鸟来‘做
客’。”看着眼前的美景，“晋小禹”、
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小记者苏炜权
不禁感叹道。

作为“晋小禹”，大家聚焦的自
然是水域环境。活动中，晋江市水
利局河务中心副主任张爱莲就化身
讲师，现场开讲，为“晋小禹”介绍晋
江流域基本概况。“晋小禹”们席地
而坐，听得十分认真，不时还举手互
动提问。其中，张爱莲提到，晋江流
域水质逐年稳定向好离不开河长制
的推行。近年来晋江全面推行河长
制工作，切切实实提高城乡人居环
境质量，越来越多迁徙鸟类成为晋
江的“留鸟”，留在这里生存、繁衍，
成为晋江一道独特的生态风景线。

课上着上着，张爱莲突然拿出

了一个黑色箱包。“这款测水样的
利器叫作便携式氨氮检测仪，它不
仅可以检测氨氮，像 COD、总磷、
总氮等参数也可检测，搭配预制管
装试剂可以实现即采即测，尤其适
用于野外及现场应急情况的水质
检测……”张爱莲一边演示，一边
介绍便携式氨氮检测仪的用途。

“晋小禹”们像“好奇宝宝”一样，围
在张爱莲身边仔细观察着，不时抛
出一个个疑问。

“听了张老师的介绍，我对晋
江流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们
都要树立节水爱水科学用水理念，
一同建设大美晋江。”“晋小禹”、晋
江内坑怀斧小学小记者黄景灿有
感而发。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泉州市
观鸟学会倾情助阵，三位科普讲师
带着大伙儿沿着栈道，使用望远镜

“捕捉”飞鸟的身影，探寻生态与鸟
类的关系，讲述了关于红嘴鸥、苍
鹭等晋江地区“明星鸟种”的迁徙
路线及鸟类命名等知识点，并向大
家科普野生动植物和鸟类保护的
知识。通过观鸟行动及科普讲师
的介绍，“晋小禹”了解到，近年来，
晋江生态及湿地环境持续向好，群
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不断增
强，为候鸟栖息和繁衍提供了良好
的自然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昨日
上午，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艺术家马力走
进晋江市养正中学，为学生讲解中华戏剧知
识，手把手传授身段、表演等基本功，养正中
学学子饱尝一顿丰盛的戏曲文化盛宴。

一场干货满满、趣味横生的中华戏剧知

识专题讲学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帷幕。马力
结合自身经历，娓娓道来中国戏剧的发展和
成果，讲授了京剧的基本知识和角色行当，
并现场进行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戏剧片段
展示。他在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
都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戏曲文化的韵

味和魅力。优美的唱腔、精湛的演技，让养
正学子沉浸其中，如痴如醉，博得了满堂彩。

当天，马力教授还亲自示范，让学生们上
台学习台步、云手等戏曲动作，零距离感受戏
曲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沉浸式体验戏曲艺
术家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艰辛。

“经过这次学习和体验，拉近了我们与
传统文化的距离，真真切切感受到国粹的深
厚底蕴和魅力。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将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瑰宝继续传承下
去。”陈柏霖是晋江市养正中学高一学生，打
小对戏曲感兴趣的他放假回家，总喜欢和长
辈一起去看戏，看得津津有味。这次听闻梅
花奖艺术团艺术家进校园，陈柏霖兴奋不
已，早早到场“占据”好位置。听讲座时，陈
柏霖十分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到
了互动环节，陈柏霖第一个举手，现场拜师
学艺。

晋江市养正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进校园活动，让学生
们近距离接触戏曲文化，感受到了戏曲艺术
的魅力，极大激发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热爱，培养和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心。今后学校将继续守护传统
文化的“根”与“魂”，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者、实践者和传播者。

本报讯（小记者 许紫昕）近日，晋江市第
二实验小学晓聪校区小记者开展了一场甜蜜的
活动——走进长富国民营养社区公益体验馆（晋
江馆），巧手DIY蛋糕，现场欢笑声不断。

我们刚到达活动场地，就发现眼前的桌子上
已摆放好了各种蛋糕DIY材料和工具，如蛋黄、蛋
清、牛奶、面粉、打蛋器、搅拌勺等，大家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活动开始了，小记者们摇身一变成为小小烘焙
师，跟着专业烘焙老师的示范讲解，一步一步地操
作。我和妈妈先把牛奶和面粉加入碗里，用搅拌勺
顺时针搅拌。老师告诉我们，要搅拌至没有颗粒才
可以停止。我搅呀搅，仿佛在拨时钟，越拨越快。接
着，我把蛋黄倒进去，继续搅拌，直至变成蛋黄糊。

下一步还是搅拌，我们用打蛋器把蛋清、白糖
进行快速搅拌，搅拌至冰激凌状，再将蛋白加入到
蛋黄中，用翻拌的手法，混合均匀，成为面糊。最后
一步就是装杯了，我们将面糊倒入小杯子中，抖一
抖，最后放入烤箱。

在等待蛋糕烘烤的期间，伊伊老师还向我们
普及喝牛奶的好处，如可以提高自身免疫力、促进
大脑发育、补钙等，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半个小时后，蛋糕新鲜出炉了，香味飘满整个
烘焙室。我拿起一块蛋糕，轻轻咬上一口，软绵绵
的，真好吃！ 指导记者 蔡红亮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近日，晋
江罗山荣宗小学小记者“回家”啦——
他们走进晋江报业大厦，化身出镜小
主播，并体验了活字印刷，收获满满。

走进演播厅，小记者忍不住发出
赞叹：“哇！原来镜头背后是这个样
子呀！”他们有的默默地数了数现场
有几盏打光灯，有的看着绿布陷入沉
思，有的仔细观察着主播台上曲面的
显示屏……个个都成了“好奇宝
宝”。站上主播的位置，面对镜头，小
记者的脸上不免有些局促，但一开
机，听到“开始”的指令后，他们立刻
挺直身板，注视着镜头，大声地播报
起新闻，专业架势十足。“我们原来看
新闻，主播十分从容。原来这背后不
仅有主播的努力，还需要很多人在不
同环节共同配合才能完成！”通过这
次体验，小记者对主播职业有了更进
一步的了解。

当天的活字印刷体验也带给小记
者一些挑战。来到晋江经济报印刷博
物馆，这里的文字介绍、展品浓缩了印
刷术几千年的历史，让大家对印刷术
有了直观的了解。“为什么字是镜像的
呢？”“这个字是什么，我认不得。”在体
验活字印刷时，小记者认真地辨别着
铅块上面的字，再将一个个铅块拼成
相应的一首诗。刷上墨，再将字印在
宣纸上后，他们的疑问也随着宣纸的
掀开获得了回答：“镜像的字印出来就
是正的了。”言传不如身教，这次，小记
者不仅感受到了活字印刷的乐趣，也
了解了它的缺点。“如果一个字放错
了，整页内容就作废了，既费时费力，
又浪费纸。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人类造
福，很有必要！”

小记者感言
站在台上，面对摄像头，我的心里

很是紧张，但很快就淡定下来。我朗
诵了《七律·长征》，但少了那种气势磅
礴的味道。这次活动，让我深深感受
到媒体记者的辛苦付出。

陈剑培（六年4班）
在这次活动中，我不仅体会到了

当小主播的乐趣，还了解了活字印刷
术的历史发展，增长了见识。

曾煜焱（六年4班）
走进晋江经济报印刷博物馆，我

学习了不少印刷知识，更加佩服劳动
人民的智慧。 陈馨怡（五年3班）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市第二实
验小学第四届诗词大会圆满收官。为期一个月的
比赛，晋江二小学子化身诗词达人，以诗会友。

记者了解到，晋江二小五、六年级全体学生参
与了初赛，大家凭借自己的诗词积累，蓄“诗”待
发，在听到主持人的题目后，迅速将答案写进答题
卡中。在初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进入了复赛的激
烈角逐中，大伙儿面对题目，从容作答，展示了丰
富的诗词知识储备。

本届诗词大会的高潮出现在总决赛。总决赛
设置了“四人对抗赛”和“飞花令”两个比赛环节，特
邀晋江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吴文育担任点评嘉宾。

其中，在“四人对抗”环节，设置有九宫格识别
诗句题、诗词常识选择题、诗词接龙等关卡，多方
位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知识储备。选手们胸有成
竹，斗志昂扬，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地答题，选手们
精彩的作答赢得了全场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欢呼。
比赛在“飞花令”环节进入白热化。飞花令环节考
验了选手们的诗词储备和临场反应，现场随机抽
取主题字依次进行答题。台上选手和台下观众集
体“头脑风暴”，大家都沉浸在诗词世界里。

本报讯（小记者 尤诗涵 付凌薇）近日，
晋江安海庵前小学小记者怀着激动的心情走
进鸿盛果蔬基地，探索自然的奥秘。

一走进农场，小记者跟随老师欣赏了果
蔬园景色，了解了芭乐的生长过程。不仅如
此，大家还一起朗诵了二十四节气诗歌，十
分开心。

分发地瓜、包裹锡纸、拾柴生火……活
动中，小记者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动手体
验了土窑烤地瓜。小记者们一边小心翼翼
地往灶中添柴加草，一边望着砖灶里升起
的袅袅炊烟。不一会儿，一股浓浓的香气
弥漫开来。随后，小记者还走进田地，为芭
乐套袋子，进行果蔬采摘，当了一回快乐的
小农夫。

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小记
者们带着采摘的蔬菜、芭乐和地瓜，以及一
段难忘的回忆满载而归。

小记者感言
经过大家的合作，我们成功地烤好了软

糯香甜的地瓜。虽然衣服和鞋子都沾到了
泥巴，但是每个人都很开心。

尤若馨（五年1班）
在等待烤地瓜的过程中，我们跟着老师

来到芭乐园，任务是为芭乐套袋子防止虫
害。随后，我们还下地摘菜，每个人都装了
满满一袋子。

张语萱（五年2班）
活动中，我尝试了自己烤地瓜。烤地瓜

的木材需要自己去找，虽然需要来来回回搬
好几趟，有点累，但内心更多的是满足。

陈思祺（五年2班）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林扬扬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永和群英
小学开展了“心存感恩，与爱同行”爱心义卖活
动。学校小记者主动出击，捕捉记录温暖瞬间。

爱心义卖活动前，学校办公室、教室随处可
见老师和同学忙碌的身影，统计义卖物品、写促
销牌……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到了义卖那
天，小摊主们热情高涨，大声吆喝自己中队的产
品，有的摊位还十分有创意，通过游戏吸引“顾
客”前来采购……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学校举行‘感恩义卖活动’，重在让队员们体
验生活，在买和卖之间感受劳动者的辛劳，学着关
爱、尊敬、包容他人，进而感知长辈的艰辛，感知长
辈的厚爱，敢于大胆表达感恩之心，让感恩的种子
播撒在队员的心田。同时也让队员们在活动中展
现自我、放松自我，很高兴在活动中能看到队员们
的各种精彩表现。”群英小学校长王奉君也穿梭于
义卖现场，选购心仪物品献爱心，并接受小记者的
采访。

据悉，本次义卖资金将全部用于购买感恩活
动的物品和添置公共区域的棋具与图书，收支将
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进行公布。

陈语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五
年2班）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
橘绿时。”瞧，秋姑娘迈着轻盈的
脚步悄悄地来了，到处一片丰收
的景象。田野里，金灿灿的稻谷
笑弯了腰；菜地里，圆鼓鼓的玉米
胀开了肚皮；果园里，黄澄澄的柚
子在风中轻轻摇摆。

傍晚放学一回到家，爸爸就
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品尝头两天从
果园里摘回来的柚子，我从那小
山似的柚子堆里拿出一个递给爸
爸。打开那精致的包装，里面是
一颗金黄金黄的柚子，瞧这柚子，
大小适中，金黄色的外皮略带一
点粉色，饱满且光滑，不像超市里
那又丑又小的次品。爸爸找出水
果刀，轻轻划开外皮，嫩粉色的果
肉映入眼帘，它们被白色的叶纹
裙包裹着，像一位位挨着说悄悄
话的小公主。我把它们分离开，
剥出其中一半软软的果肉，果肉
上水珠在打着旋，这颗柚子皮薄

肉多，算上等品。
我拿起一瓣柚子，轻轻一闻，

淡淡的清香在鼻尖散开，令人心
旷神怡，百闻不腻。它的香味不
像桂花那么浓郁，不像牵牛花那
么寡淡，它的气味清新，若有若
无；它的外表不像苹果那么鲜艳，
不像葡萄那么暗淡，它的外表平
常，不引人注意。我摆弄着秋天
里的第一颗柚子，准备一品它的
味道。

半透明渐变色的果肉，酸甜
可口，瞬间燃起久违的味蕾，它
是爷爷奶奶辛苦栽种的柚子，一
颗颗平平无奇的柚子，但它是我
摘下来的，是由爷爷奶奶顶着烈
日，穿过无数蜘蛛网栽种而成
的。这颗柚子第一口是酸，第二
口是甜，每一口果汁都迫不及待
地喷涌出来，满嘴尽是果粒在欢
快跳跃。

啊，家乡的柚子，你不但是家
乡人民汗水的结晶，还是我的宠
儿，我爱你！

指导老师 杨美亮

陈奕轩（晋江安海庄头小学三年1
班）

说起我的家乡——千年古镇安
海，就不能不提享有“天下无桥长此
桥”美称的安平桥。放眼望去，安平
桥宛若一条长龙横卧江面，弯弯曲
曲，伸向远方。

春天，柔软的柳条低垂，细叶贴
着海湾，像一叶扁舟，漂在水面上。
一根根芦苇扬着洁白的苇絮，与湖
中小岛上的木麻黄一起奏响美妙的
交响曲……水里的野鸭有的扑棱着
翅膀在水上“飘”着，有的三五成群
互相追逐着，远处的白鹭站在浮木
上清理羽毛，可眼睛却紧盯着水面，
突然钻进水里，一眨眼，嘴里叼起一
只小鱼，往远处飞走了。

夏天，清澈的海水中一群群鲫
鱼悠闲自在，走在古老的石桥，宽大
的桥板大小不一，我仿佛看到：断桥
前面，一群群赤膊壮汉，呼喊着整齐
的号子，肩扛手抬，合力把船上的那
一块宽大的石板挪到桥墩上。最有
名的要数“水上捉鸭”，竹竿上挂着

一个装着白鸭的铁笼，一壮汉赤足
走过圆滑的竹竿，随手一攥就把笼
子的开关给摁下了，跃入水中捉住
鸭子。“哗——”热烈的掌声，潮涌般
的呐喊声，震耳欲聋的打鼓声覆盖
了整座安平桥。

中秋时节，在安平桥的西边矗
立着一座白塔，塔身斑驳，如同上了
年纪的慈祥老人。自古“虎年”点灯
的风俗，相传每逢“白塔点灯”隔年
总有安海人“金榜题名”。点灯仪式
开始，几位乡贤每人举着火炬，点亮
灯笼，瞬间整座白塔闪闪发亮，暮
色、烟火、白灯交织的水墨画，犹如
仙女下凡。

冬天的安平桥虽然没有春天的
生机，也没有夏天的热烈，但它也有
一番别样的美。人们不畏严寒来到
这里锻炼身体：有的在跑步，有的在
跳广场舞……给冬日里的安平桥平
添了几分生气。

安平桥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是
家乡的明信片，也是一处旅游休闲
的好去处。我爱你，安平桥！我骄
傲，我是安海人！

黄凌薇（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三年1班）

我们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男生，他身
材纤瘦，留着整齐的小平头，清秀的脸上镶
嵌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笑起来会眯成
弯弯的一条缝，宛如天空中的月牙。他的
胳膊纤细有力，看起来充满力量。

他是一位十足的暖男，总是在关键时
刻给予我温暖和力量。有一次上体育课，
我不小心把食指卡在彩球里，使出吃奶的
力气，手指头都肿了，可彩球依旧紧紧地

“咬”着我的手指头。下课铃响了,同学们
纷纷离开教室，只有他发现了我的异样。
他走到我身边，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关
切地问道：“黄豆你疼不疼？别担心，我会
一直陪着你。”他的话语如同一股暖流，瞬
间抚平了我的焦虑和不安。从那时起，他
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我心中
的暖阳。

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黄俊松，无论是
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他总是默默地支持
我，给予我力量和勇气。他的陪伴让我觉
得世界充满了温暖和希望，我真的很庆幸
有他这样的朋友。

指导老师 陈秋华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晋江水环境”
晋小禹“沉浸式”学习水知识

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走进养正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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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前小学小记者 变身快乐小农夫夫

汗水的结晶 美丽的安平桥 我们班的暖男

晋江二小学子
以诗会友

晋江二小晓聪校区
小记者亲子DIY蛋糕

永和群英小学小记者
直击校园爱心义卖

“晋小禹”实践活动，我收获颇丰，学到了很多水知
识。我们都要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与大自然和谐
相处，共创美好家园。 吕雨锘（晋江市拔萃双语学校）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晋江真美丽。我会
将学到的知识传播给身边的家人、同学，大家一起行动
起来，从点滴做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不
让人类的眼泪成为最后一滴水。

黄伯森（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记者感言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
学习了很多关于鸟类的知识，更深入了解了它们的外表和
生活习性，也知道了氨氮监测的相关知识，进一步体会到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家园。

张梓轩（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梅岭校区）

吴思羽(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
指导老师 黄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