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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焕（晋江梅岭平山实验小学）蔡子邑（晋江市第
二实验小学梅岭校区）

1月 26日，本报小记者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前往
南安坤坤农场的旅程。在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
方，我们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受着劳作的艰辛
与乐趣。

在农场里，我们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
小西红柿、草莓、玉米、甘蔗和地瓜等，一片生机勃
勃的景象。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泥土气息，令人
心旷神怡。

造纸术是我们此行的第一项活动。在老师的指
导下，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模型放进纸浆里，轻轻一
荡，拿起，贴花草，最后把它放在阳光下晒干……这
时，亲手制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当天最好玩的莫过于挖地瓜环节了。来到
田里，我们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小铲子，寻找地
瓜的踪迹，翻着、挖着、刨着。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也体会到了收获的
喜悦。

小记者感言
这次小记者活动非常有意义。它不仅让我了解

了玉米的前世今生，还让我懂得了如何与他人合作
和交流。 洪炜翔（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

看似普通的家常饭菜，却是我吃过最美味的午
饭。柴火饭，真的太香了！

洪宸誉（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
鲜嫩的水果玉米，醇醇香香的豆浆，清甜可口的

甘蔗汁……大大满足了我这个吃货的胃口。
张芯语（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

这次农活体验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勤劳努力的重
要性。无论是造纸、磨豆浆还是挖地瓜，都需要我们
付出辛勤的汗水和努力。

吕宜霖（晋江安海西边小学）
指导记者 刘泽宇 陈巧玲

劳 动 龙

化身“小农夫”尽享农家乐趣

本报讯（记者 阮芳菲 董严军 实
习生 许攸南 林晓薇） 1月28日，本报
深沪中心小学、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近
百名小记者参加泉州市科技馆2024年
度“东海科普大讲堂”启动仪式，并聆听
名医讲座、观看球幕电影、畅玩八大主
题展馆，变身“科技龙”喜迎龙年。

启动仪式开始前，泉州市科技馆
特别为小记者们安排了科学秀“缤纷
化学、焰色反应、特斯拉线圈、空气泡、

液氮大爆炸”等表演，小记者们不断发
出惊叹，体验了科学的魅力。

随后，主题为“名医带你玩转春节
的衣食住行”讲座正式开始，小记者们
认真听讲并积极与名医互动。针对小
记者的提问，泉州市呼吸治疗学会会长
刘玉琪耐心解答。互动结束后，主办方
特别奖励张轩语一只“大龙娃”。“今天
不仅学到了医学知识，还意外收获一份
礼物，满载而归！”张轩语开心地说。

听完讲座，小记者们来到球幕影
院，观看影片《飞越神州》。“影片一开
始，我就感觉自己真的飞了起来，穿
梭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中，令人激动不
已。”来自深沪中心小学的小记者刘
依伊感叹道。

小记者感言
最吸引我的是球幕电影《飞越神

州》，身临其境地感受祖国的大好河
山，既刺激又有趣，一切都是那么神
奇！ 周靖贻（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人类生活条件的进步永远离不开
科学的发展。踏进展厅的那一刻，我
震惊了！科学能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我们更应该热爱科学！

许雅雯（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这一次去泉州市科技馆，我在玩

乐中学会了很多科学知识，真是受益
匪浅。 翁一哲（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通过此次活动，我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科技梦”。我会努力学习，保持
对科学技术的热爱，相信终会有“圆
梦”的一天。

陈诗颖（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畅游泉州市科技馆 体验科学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昨日，本报小记
者魅力江南冬令营走进苏州。在烟雨蒙蒙中，
营员们漫游拙政园、寒山寺、枫桥、京杭大运河
等，感受着苏州的诗情画意。

第一站，营员们来到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
拙政园。拙政园是苏州园林中占地面积最大
的园林。雨中的拙政园更显典雅，行走在其
中，仿佛走进了一幅江南水墨画。

走在长廊，“一步一景”让营员们忍不住停
下脚步，拿出手机拍下各具风格的景色。经过
专业导游的介绍，营员们了解到精美的门窗雕
刻、气派的家具等都各有讲究，每一个细节都
令人赞叹。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吟
诵着《枫桥夜泊》，营员们的脚步走进了寒山
寺。在这里，营员们见到了入选“吉尼斯”名录
的寒山寺大钟大碑。听着深沉浑厚的钟声，仰
望着诗碑上熟悉的诗词，营员们对寒山寺有了
更深的了解。

今天，营员们将在南京感受古城风韵。

小记者感言
参观拙政园时，我们注意到了一幅圆形的

山水画。那其实是一块石板，上面的山色会跟
随空气湿度而发生变化，真神奇。

何颖锶（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
我终于见到《枫桥夜泊》里描述的场景

了！来到寒山寺，一进门就听到低沉的钟声，
雨中的寒山寺别有一番风味，仿佛一幅会动的
水墨画，美极了！

洪梁骏（晋江英林英埔中心小学）
我们漫游了风景如画的拙政园和张继笔

下的寒山寺。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寒山
寺。这里有厚重悠长的钟声，有潺潺流动的水
声，还有游客的笑声。

陈梓晴（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春节的脚步渐近，新的一年即将“龙”重登场。近日，本报联合晋江市关工委推出的晋江经济报小记者召唤“福瑞龙”（龙年
“福”文化生肖IP）系列体验活动开启。

走进烟雨苏州，玩转集美大学，变身“弓箭手”“烘焙师”……连日来，本报小记者纷纷打卡“体育龙”“书香龙”“劳动龙”“文化
龙”“科技龙”等五种主题活动，邂逅心中那条即将腾飞的“福瑞龙”，感受体育、书香、劳动、文化、科技等魅力，快乐成长。

魅力江南冬令营
小记者漫游烟雨苏州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董严军）“原来鱼
骨头也能做出这么美丽的画作！”1月 27日，本
报组织37名小记者前往厦门，参观陈嘉庚纪念
馆、鳌园等，并在集美大学尝试用鱼骨作画，玩
得不亦乐乎。

活动的第一站来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陈嘉庚纪念馆。小记者们在讲解员的
介绍下，了解了陈嘉庚先生的生平和他爱国
爱乡、兴学育才的事迹，大家深受启发与感
动。

“接着，我们来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
大学，发现这里名不虚传，建筑精美别致、环
境优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晋江安海庵
前小学小记者尤梦琦与小伙伴们走进了期盼
已久的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忍不住对眼前这
个陌生的校园环境发出感叹。

活动中，尤梦琦不仅见识了一门崭新的海
洋文化艺术——鱼骨艺术，还跟随专业导师一
起尝试用鱼骨作画。面对摆在眼前的鱼骨材料
和画板，尤梦琦既好奇又兴奋，开始动手作画。
看着自己的作品，尤梦琦会心一笑，感叹道：“很
多人喜欢吃鱼，今天我知道了鱼骨还能作画，这
门艺术真是神奇。”

尽管时值寒假，但小记者在这次活动中
还见到了留校大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零距
离采访。“大学生有没有作业？”“多长时间放
一次假、回一次家？”“食堂的饭菜好不好
吃？”……小记者争相提问，与大学生哥哥姐
姐欢乐互动，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小记者感言
美丽的集美大学里，哥哥姐姐朝气蓬勃，让

我非常向往以后的大学生活。另外，拼出来的
鱼骨画震撼全场，层层叠叠多么神奇！

陈景锋（晋江内坑柑市中心小学）
我们走进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学习海洋生

物科普知识，观赏、了解鱼骨画并体验动手制作
鱼骨画，我明白了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

洪铭轩（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门口处映满屋顶的星

光，其中有一颗最特别的星星，叫“嘉庚星”。
吴佳瑶（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

玩转集美大学
体验用鱼骨作画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说起射
箭，你会想到什么？后羿射日、百步穿
杨，还是一箭双雕？1月 28日，本报组
织20名小记者走进福建飞羽射箭俱乐
部，与晋江市射箭协会会长张坊壅一
起探寻古代“六艺”中“射”的乐趣。

“哇！这弓箭好酷！”“老师，弓箭要
怎么使用？”一来到活动现场，小记者们
便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问题，脸上写满
了对弓箭的好奇。随着活动开始，张坊
壅从弓箭的起源开始讲起，为小记者介
绍了弓箭的发展历史、结构构造、使用
技巧和礼仪文化等。

现场，张坊壅一边手持弓箭，一边
演示传统弓射箭技艺。侧立挽弓、撒
指放弦，小记者看得十分认真，也将射
箭的姿势牢记在心。在教练的专业传
授下，小记者学得很快，射出的箭也从
一开始的大部分脱靶，到慢慢上靶，再
到渐渐靠近靶心，射箭水平稳步提
升。每当有人射中中间黄色区域，围
观的小记者就会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将现场的氛围推到高潮。

活动中，小记者重点学习了射箭
的礼仪文化，感受到了礼射的道德修
身理念。安海中心小学小记者张竞
扬说，此次活动感受最深的就是学习
了射箭的礼仪，“在射箭的过程中，我
学会了心平气和地面对各种挑战，增
强了自信心。”

小记者感言
望着墙上的把子，摸着一旁的弓

箭，我已经跃跃欲试。搭建拉弓、瞄
准、放箭，一连贯的动作，让我们在欢
乐中领略到了射箭的魅力。

蔡彬蔚（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
射箭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

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活

动中，我体验了射箭
运动的魅力，接受了传统礼仪的熏陶。

杨苡欣（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
经过教练的耐心指导和帮助，我

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准确射中箭靶，这
种体验非常美妙。

吴贝萱（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
通过此次活动，我明白了如何射

箭，也了解了弓箭的组成，对射箭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黄宇航（晋江深沪华海小学）
我慢慢摸索，经过多次练习，终于

射中了靶心，那一刻觉得好开心。射
箭这项运动，我喜欢！

吴思羽（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

变身“弓箭手”体验射箭魅力

本报小记者 苏婧恩 章奕晟（晋江安海西安小学）

搅拌鸡蛋液、添加奶油、用手揉搓面糊……1月
26日，本报小记者新春寻龙记系列活动走进长富国
民营养社区公益体验馆（安海馆），30组小记者亲子
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小记者们亲手做出像模像样
的宫廷酥让他们兴奋不已。

当日一早，30组小记者亲子来到活动现场，烘
焙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制作宫廷酥的工具与材
料。小记者见状满脸兴奋，跃跃欲试。“那我们就开
始动手制作吧！”在老师的指导下，小记者亲子纷纷
投入到烘焙活动中，打蛋液、加面粉、揉搓按压，忙
得不亦乐乎。

仅仅一会儿工夫，一个个形状各异的宫廷酥就
在小记者的巧手中“诞生”，大家兴奋地欢呼起来。
看着自己的作品放入烤盘，安海养正中心小学小记
者王沁菲开心地笑了，“很开心，能够自己动手制作
这么好看的宫廷酥，学会了新的技能，还和家人一
起度过了开心的时光。”

经过半个小时的烘焙，宫廷酥新鲜出炉，迎面
而来的浓郁香味让小记者们垂涎欲滴，大家直呼：

“太香了！太香了！”安海西安小学小记者颜锶榆
告诉记者，通过这场活动感受到了烘焙的乐趣和
收获的喜悦，“自己动手制作的宫廷酥，不仅好看，
还好吃！”

指导记者 刘泽宇

寻年味 迎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在晋
江，有哪些传统节俗、非遗项目？”1
月 28 日下午，本报组织 50 组小记者
亲子走进晋江市图书馆，与晋江市民
俗专家黄良面对面，感受晋江的传统
民俗风采。

此次活动，由晋江市志愿服务总队、
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邀请福建省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黄良为大
家带来主题为《晋江传统节日民俗》的讲
座。黄良以晋江历史为引，从传统民俗
入手，结合安平桥、草庵、龙山寺等文保
单位及水密隔舱制造技艺、闽台东石灯
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讲述晋江社会发
展变迁过程中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
变，详细阐述晋江的民俗文化。

黄良声情并茂的讲解，让小记者
心潮澎湃，大家不时动笔记录，还主动

举手提问和发言，现场互动感满满。
通过短短一堂讲座，小记者了解了晋
江民俗的由来与文化底蕴，品味了民
俗里的晋江智慧，领略了晋江浓厚的
人文积淀。

小记者感言
通过此次活动，我知道了很多晋江

传统节日里的民俗，还认识了许多晋江
重点保护文物。黄老师讲了很多的知
识点，回去之后，我要好好查阅相关资
料，更多地了解晋江的历史文化。

洪伟宁（晋江英林英埔中心小学）
很难得的机会，到晋江图书馆听黄

良老师关于晋江过年习俗的讲座。这
次活动，我解锁了“书香龙”主题卡，很
有纪念意义，为我的寒假生活增加了色
彩。 王学钊（晋江内坑柑市中心小学）

这次活动我收获满满，知道了晋
江各种文化遗产和传统民俗，希望以
后可以多参加这种有意义的活动。

孙浩博（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晓
聪校区）

走进晋江图书馆 从民俗里感受新春

书 香 龙

体 育 龙

文 化 龙

文 化 龙

科 技 龙

龙年

小小“烘焙师”
巧手制作宫廷酥

劳 动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