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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本报组织小记者探
访厦门大学，与厦大学霸交流学习
经验，早早在少年心里种下名校
梦；前往曾厝垵影视小镇游玩、DIY
彩绘贝壳，五彩缤纷的作品是少年
们无限创意的表达；在珍珠湾沙滩
上开展趣味运动会，将最欢快的笑
声留在那片海。

每次听到“厦门大学”四个字，
我（林子醇）的心里就充满喜悦和
激动，因为爸爸就是厦大毕业的学
生。这次有幸能和其他小记者一
起漫步在厦大校园，感受厦大风
采，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爸爸的学生
时代。校园里绿树环绕，错落有致
的建筑吸引了我，带队老师告诉我
们：“这些建筑融汇了中西方建筑
设计之所长，蕴含着厦大人兼容并
蓄的胸怀。”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八
闽园，这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植
物，我们近距离观察了这些植物在
不同温度下的变化，真的大开眼
界。随后，我们前往美丽的芙蓉
湖，挥着手和湖上的黑天鹅打招
呼。一抬眼，就是德旺图书馆，我
赶紧拿起印有德旺图书馆的明信
片，开心地和它“合影”留念。此时
此刻，考上厦大的种子悄悄种在我

的心里，我会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当天，最让我（赖美涵）期待的

就是沙滩运动会了。拔河比赛中，
我左脚往后撤，右脚弯曲，成一个
弓步，双手紧紧抓住绳子。教官一
声令下，我左脚弯曲，右脚伸直，使
劲拉！终于，红绳超过中点，我们
小队赢得了胜利！拔河比赛结束
后，我们在海边玩起了“水枪大
战”。随着彩色泡泡的飞出，好似
在放飞着我们的梦想。

小记者感言
走进厦门大学，感受大学生

活，和学霸交流分享学习经验，让
我心中建立了“自强不息，止于至
善”的坚定目标，我一定要朝着这
个目标努力。

柯鑫淼（新塘沙塘中心小学）
出发前，我的内心激动万分，一

直想象着厦门大学的样子，应该会很
大很美吧。直到我真正进入校园，才
知道厦大比我想象中的美多了，让我
不禁向往起自己的大学生活。

张安谊（晋江市潘径实验小学）
参观完厦门大学，我的内心满

是感触。我将以学霸为榜样，在学
海中努力前行，勇攀知识的高峰，

期待未来能有所建树。
陈玥铭（安海养正中心小学）

有幸来到这所厦门最美高校，
让我对它抱有更多期待，希望在不

久的将来，我能成为一名厦大学子。
吴俊烨（晋江市潘径实验小学）
和厦大学霸的交流，让我感受

到学习的重要性，不管遇到什么挫

折，都不能半途而废，只有坚持不
懈才能实现梦想，真的是收获满满
的一天。 曾锶凌（内坑中心小学）

指导记者 阮芳菲

探访厦门大学

本报小记者种下名校梦
本报记者 阮芳菲

近日，晋江星辰语言表演
幼儿班及小学班的孩子们做客
晋江报业大厦，在全媒体演播
室里体验当小主播的乐趣；在
印刷博物馆里，拓印专属自己
的印刷作品，玩得不亦乐乎。

本次活动，“新闻之家”迎
来了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客
人，但他们大方自信地自我介

绍和展示才艺，让人啧啧赞叹。
“这是我第三次来报社参

观体验了，但这次我是带着妹
妹过来，让她好好了解咱们小
记者的‘新闻之家’。”深沪中
心小学小记者周靖贻边说边
带着妹妹走进印刷博物馆。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
孩子们兴奋地开始拓印自己
的作品，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
认真。

“新闻之家”迎来小客人

黑白两色的棋子，布阵在这
纵横交错的棋盘。简约却隐隐地
透露出一股神秘的气息，我每每
看见时，多想去学学这“神秘”的
围棋。而就是这时，命运的齿轮
悄然转动了。

“围棋真简单。”每上一次围
棋课，我的心里便浮出这一句
话。刚开始是真的简单，通俗易

懂的规则和我对围棋的热爱，让
我的围棋水平不断增进。我很快
便到了16级。

16级——围棋这“黑白”双色
的大门才真正打开了。当我踏进
去时，“井底之蛙”的名牌狠狠地嵌
在了我身上。定式、角、目等，都是
要点。正如英语有复数形式、一般
疑问句一样，每一样必不可少。曾

经那副热爱围棋少年的灵魂，被厌
恶的情绪取代；以前坐在桌前认真
的身影，已成了驼着背、打着哈欠、
记着笔记的机器人。

“迎刃而解”是当时最帮助我
的词。虽然每每输，心中不愉快，
但赢的信念源源不断进入我的体
内。第一次赢时，对手是黑我是
白，对手由于先下攻势猛，我被动

防守，可当他在我方内大显身手
时，他的老窝却已漏洞百出。就
在这半场时，我转防为攻，就这样
我的目不用数也能定胜负了。这
个来之不易的果实也甜到我的围
棋学习中。

5到 1级，就是围棋的神仙打
架时期。我的心也常在下棋时

“怦怦”响，因为别人的下法大多

数都是不按套。我的下法一直都
是保守的，所以 1级成了我心中
的“珠穆朗玛峰”。就这样，下棋
的齿轮永远停下了。

每一次的乘风破浪，相信都
是美的。围棋让我第一次感受到
学习的酸甜苦辣咸，同时它给予
了我“乘风破浪”的勇气与力量。

指导老师 李晓腾

小记者习作选登

乘风破浪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武汉、
长沙。走过了诸个景点：洞庭天
下水、岳阳天下楼、雄伟壮观的
橘子洲、神秘莫测的辛追墓……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岳
麓书院。

书院大门前，我看见了一处
小台子，它的名字叫赫曦台。王
守仁在上面题诗：“隔江岳麓悬
情久，雷雨潇湘月夜来。安得轻
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赫曦
台的左右墙上分别有福、寿二
字，其中“寿”字写得龙飞凤舞、
大开大合。大门两柱悬挂着繁
体楷书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
盛。”上联出自《左传》，意思是楚
国自古以来就人才辈出；下联出
自《论语》，意思是这个地方是人
才最兴盛的地方。岳麓书院称
得上这个名号。

再往里走，就是书院的讲堂

了。如同一位老者，两把椅子无
声无息地“主宰”着这座庭院。
853年前，正是银杏微黄的时节，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和张栻进行
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朱张会讲”，
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开创了
中国书院会讲的先河，名动天
下。如今椅子空了，余音已远，却
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

现在的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
的一部分。炎炎烈日之下，这些
亭、台、楼、阁、廊、室、厅、堂，浸润
着文化的气息。如此沉静的一个
存在，让人神清气爽。

这座书院让我恋恋不舍，我
感觉岳麓书院如同一位长者，严
肃、沉着，他饱读诗书、气质不凡；
我感觉岳麓书院又如一位小姑
娘，活泼可爱，以它的文化意蕴及
悠久的历史，显现了生机与活力。

指导老师 邱丽贞

游岳麓书院

西双版纳是一个神秘而美丽
的地方，那还是书中“猛宝小象”
的故乡。今年暑假，我们一家终
于来到了我心心念念的西双版
纳，开启了我的神奇之旅。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野象
谷。野象谷，就是野象群经常出
没的地方。这里处处充满了神
秘色彩，优美的自然景观、惊心
动魄的林中探险，无一不让人心
驰神往。上午 9点多，在大象科
普园里，我们观赏到了大象表演
节目。饲养员为大象称体重，为
人们普及有关大象的知识。这
里的大象经过训练，虽然体型庞
大，但性格温和、乖巧听话，会向
游客鞠躬，会做倒立表演，会跟
着音乐的节奏跳舞，会过独木
桥。表演结束后，我还用黄瓜亲
手喂大象呢！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很出名
的曼听公园。曼听公园门口车水
马龙，游客络绎不绝，公园的大门
具有傣族风情。红色的柱子、金

碧辉煌的“宝塔”，像是一个尊贵
的戴着王冠的女王，迎接着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公园里风景如
画，到处充满傣族风情。漫步公
园，人如潮，花如海。眼睛所到之
处，总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最后一站是热带原始森林公
园，这里以“原始森林、野生动物、
民族风情”而闻名。我们首先来
到孔雀放飞园。在这里，我们看
到数百只孔雀放飞的画面，特别
壮观。往前走是大片的原始森
林，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热带
雨林树木，遮天蔽日，阴凉苍翠。
这些奇异的景观以前只是在电视
上看过，身临其境，我还是被原始
森林这美妙的景象所震撼。

这次西双版纳之旅，我不仅
品尝到了傣族风味的各种美食，
了解了傣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还
对生命和自然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我希望将来我还有机会，再
去探索更多未知的奥秘。

指导老师 杨华丽

西双版纳游记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午
后，我首次参与公益活动，内心
既兴奋又略带忐忑。

抵达活动现场，我换上了
那红艳艳的志愿者服装。那一
刻，我仿佛被赋予了某种使命，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豪
与责任感。简短的培训会上，
我认真地记录下公益的意义、
注意事项及安全规范等。

我的任务是负责一个果冻
义卖摊位。一开始，面对琳琅
满目的果冻，我有些手足无
措。后来，我根据大哥哥大姐
姐的建议，用果冻摆出了两个
爱心形状，还特意拆开了两盒
作为试吃，希望吸引更多人的
目光。

随着夜幕低垂，人群渐渐
汇聚，而我却躲在摊位后不敢
吆喝。直到一个叔叔驻足，我
才鼓起勇气，向他介绍起果冻
和我们的公益目的。虽然叔叔
笑着离开了，但这次尝试给了

我勇气。
不久，摊位上来了一对母

女，打开了我的成功大门。小
女孩尝了果冻后，眼睛亮得像
星星，拉着妈妈要买。我鼓起
勇气，诚恳地讲述了这次义卖
的意义，阿姨最终被说服，买下
了果冻。那一刻，我仿佛听见
了心中花开的声音，信心倍
增。后来，我更加主动，不畏拒
绝，用坚持与热情迎接每一位
顾客。活动尾声，我竟然卖出
了八盒果冻，那份成就感至今
难忘。

这次小小的义卖，不仅让
我体会到了帮助他人的快
乐，更让我懂得了努力与坚
持的价值。从胆怯到闪耀，
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步，
但它在我心中种下了爱的种
子，让我相信，只要用心去
做，每一份努力都能绽放出
耀眼的光芒。

指导老师 唐亚敏

从胆怯到闪耀的爱心之旅

七夕节一大早，奶奶就在
厨房里忙活了起来。

走近一看，只见她将糯米
粉和水搅在一起，边搅边翻转，
直到揉成一个巨大的面团。紧
接着，奶奶用干净的木棍敲打
着铁盆中的面团。我和弟弟也
闲不住去帮忙，你敲一下我打
一下，面团就像一个身姿柔软
的芭蕾舞蹈家，在铁盆里翩翩
起舞，优雅的舞姿令人忍不住
多看几眼。待面团揉好，奶奶
便从面团中掐一小块，搓成玻

璃珠大小的圆形丸子后用拇指
往中间一按，一颗糖粿便做成
了。不久，雪白的糖粿便堆成
了小山。

至于为什么要把糖粿按凹
呢？奶奶告诉我们，传说七夕
节这天下的雨，是“七娘妈”在
流泪，糖粿是用来盛“七娘妈”
的眼泪的。当锅里的水“噗噗”
响的时候，准备煮糖粿了。瞧，
奶奶轻轻掀开了锅盖，将糖粿
倒入水中。一个个糖粿像赶集
似的，齐刷刷往里跳，不多时便

随着锅里的水翻腾着，看着甚
是可爱。

当糖粿熬出一碗稠稠的米
汤，奶奶便麻利地将糖粿装在
白瓷碗里，我们便开心地吃了
起来。糖粿甜了我们的味蕾，
也甜了我们的心。

今宵七夕，透过满天的星
光，眼眸痴痴地望着浩渺银河
两岸的牵牛和织女星。我在
想：七娘妈今夜流泪了吗？泪
水流进我的糖粿里了吗？

指导老师 吴依露

七夕话糖粿

别看我身材瘦小，对于吃，
我可是颇有研究，我一直梦想
当一名“美食品鉴师”。

这天，我正在房间写作
业，一股美味的香气直冲脑
门，把我的心魄勾到了厨房。
只见妈妈正气定神闲地站在
平底锅前，用那娴熟的厨艺煎
着饼坯。我不自觉往锅边凑，

“哇，是我爱吃的手抓饼！”只
见雪白的饼坯在黝黑的平底
锅里吱吱作响，随着颜色逐渐
焦黄，妈妈颠锅翻饼，刷上酱
料，抓一把翠绿葱花轻盈点
缀，所有动作一气呵成，饼香、
酱香、葱香，互相交融。出
锅！我心急火燎地咬上一口，

“嘎吱”一声，伴随着酥脆的口
感，肉香、麦香……各种香味
交杂，在我口中弥漫开来，如

同洪水一般冲击着我的味蕾
大堤，我情不自禁地感叹：“手
抓饼太好吃了！”

对于“煎饼”，我还是颇有
研究的：如果煎的时间久了，
饼坯容易烧焦，影响香味，但
是煎的时间太短，既煎不出酥
脆的口感，也激发不出葱香
味。当然，火候的掌握也很重
要，整个过程，你还需要不时
地用夹子给饼坯“翻身”。“翻
身”的同时可别忘了刷酱，酱
料要薄涂、多涂方可入味。总
之，饼要脆，酱要香，中间搭配
上自己爱吃的香肠、培根、鸡
蛋、生菜……卷紧了，一个美
味的手抓饼就出炉咯。

“嘎吱”一口咬下去，外酥
里嫩，手抓饼真是好吃极了！

指导老师 王银银

手抓饼真好吃

人们常说，良师益友是人生
路上难能可贵的礼物。今天，我
想谈谈我的恩师——林老师。

记得刚进入小学时，面对全
新的环境，我感到既新奇又陌
生。那时，唯一熟悉的面孔便是
我的班主任——林老师。

林老师个子不高，一头夹杂

着少许白发的短发干净利落。她
总是面带微笑，步伐矫健而充满
活力。林老师的课堂不仅幽默风
趣，还充满了她渊博学识的光
芒。她用独特的方法点燃了我们
的学习热情。

林老师严格要求我们。对于
书写和学习态度方面，总是以严

厉而耐心的态度反复指导。她的
话语中总透露着一种坚定不移的
信念：“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要
追求更高的目标！”林老师在工作
上的一丝不苟，使她在我心中的
形象更加崇高。

林老师非常用心。记得四年
级参加语文素养比赛，我的成绩

一直稳定，却在第四次测试时意
外下滑。得知结果的我焦虑不
安。后来，林老师一题一题地帮
我分析，一遍遍地总结。

林老师非常尽职。每天傍晚
放学经过办公室的窗前，总见林
老师锐利的目光如炬，专注审视
每份作业，细致入微。那是日落

时最美的风景。
林老师不仅传授知识，还教

会了我如何去爱、如何团结与珍
惜他人。她就像那春蚕，默默地
奉献着缕缕丝线；像那蜡烛，散发
着光芒。

我愿成为像她那样的人!
指导老师 林金莲

成为像她一样的人

夏日里的菜园，是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瓜棚豆架绿意融
融，豆角和丝瓜都像艺术品般
安详地垂挂着，红番茄如婴儿
的脸蛋般诱惑着你，碧绿而肥
大的冬瓜如小猪般躺在土地
上，黄色明亮的南瓜花像一颗
颗闪亮的星星……

在我眼里，蔬菜也有自己
的脾气、性格。比如，那葱绿
可爱、非要把自己一层层包裹
起来的包心菜，它估计缺乏安
全感，所以要穿那么多件衣
服；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藕，估
计比别人多一些心眼；蒜气味
刺鼻，但懂得团结合作、抱团
取暖；辣椒，别看外表鲜艳夺
目、玲珑可爱，但是真不好惹，
你若惹了它，就会被它辣到不
敢再碰……

最近听了一个故事，更让
我觉得蔬菜很有性格。有个
人在办公室露台上种了冬
瓜，冬瓜藤在露台空地上蔓
延着；他又在办公室过道前的
空地上种了南瓜。夏天是冬
瓜和南瓜大量结果的季节，可
没想到，他只收获了一颗冬瓜
和一颗南瓜。他说是因为单
位里人来人往，走来走去看它
们的人太多了，“我听过一个
说法，冬瓜和南瓜喜欢在偏
僻的地方自由生长，那里没
什么人去打扰，所以它们结
出好多瓜。”

如此看来，冬瓜和南瓜可
谓低调、谦虚，默默酝酿丰收的

“好瓜”，我对它们的好感又增
加了。

指导老师 蔡雪云

蔬菜也有脾气

活动感言

在晋江报业大厦的印刷博
物馆里，我仿佛穿越了千年，听
到了古代印刷工匠们敲打雕版
的声音，听到了活字印刷机轻
轻的咔嗒声。在全媒体演播室
里，我听到了自己播报新闻的
声音，虽然有点颤抖，但充满了
勇气和希望。
蔡岱霖（石狮市世茂实验小学）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当小主
播，带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我
第一次面对专业的镜头，当下
都不知道该看哪里，但我还是
勇敢地进行了新闻播报，可能
表现得不是很理想，不过这也
是一种突破，这次活动真是太

棒了！
周婍颖（深沪中心小学）

再次来到这个熟悉的地
方，我倍感亲切。站在演播室
里，看着室内专业的摄影设备，
我不再感到紧张，而是变得有
点小兴奋！看来真的是一回
生二回熟了，很轻松就完成了
新闻播报任务。

周靖贻（深沪中心小学）
一走进印刷博物馆，就看

到里面有各种各样与印刷相关
的展品，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
我了解了印刷术的起源及演变
过程。最后还完成了自己的第
一幅拓印作品，真的是收获满
满。

钟雨轩（深沪金屿小学）

本报小记者 林子醇（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赖美涵（西园版筑中心小学）

雷栩涛（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五年11班）

洪铭轩（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四年3班）

吴昕怡（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五年7班）

林诗琪（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五年4班）

王垚璋（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五年1班）

颜景涵（晋江安海庄头小学五年1班）

刘忆蕾（晋江安海桥头中心小学四年4班）

吴桐（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五年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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