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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滢（溜滨中心小学四年3班）

蟳埔，一个隐藏在福建泉州
的小渔村，拥有独特的蚵壳厝、
美食和风俗。今天，我们一起来
探索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当你走进蟳埔，是否会被那
些独特的蚵壳厝所吸引呢？它们
建造在小渔村里，外观古朴而美
丽，像是大自然赋予的艺术品。
这些蚵壳厝是用海蛎壳和泥土混
合建造的，既环保又独特。每一
栋蚵壳厝都与当地居民紧密相
连，它们不仅是居民的家，更是他
们的骄傲和传统的象征。

说到蟳埔，怎么能不提它的
美食呢？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海
蛎煎。这种美食的制作方法十
分独特：新鲜的海蛎与鸡蛋、地
瓜粉混合后，放入热锅中翻炒。
海蛎煎外皮酥脆，内里鲜嫩，每
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对于蟳
埔的居民来说，海蛎煎不仅仅是

一道美食，更是他们与大海的亲
密联系，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美食，蟳埔的风俗也同
样吸引人。这里有着独特的簪
花文化，她们都喜欢在头上插上
鲜花，寓意生活美好、幸福。特
别是蟳埔女，她们的服饰更是独
具特色，鲜艳的颜色和精美的刺
绣，展现了蟳埔女性的美丽和自
信。这些风俗不仅仅是形式，更
是蟳埔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
统的尊重。

蟳埔，这个充满魅力的小渔
村，等待着您的到来。去感受这
里的独特魅力，开启一场难忘的
文化与美食之旅。

教师简评：作者对蟳埔小渔
村的介绍非常详细，从蚵壳厝的
建筑、美食到风俗文化都进行了
详细描述，增强了文章的氛围
感，读者更容易沉浸其中，非常
棒！ 李清清

别具特色的蟳埔

徐俊淇（溜滨中心小学四年3班）

从小，我就对植物有着浓厚
的兴趣。每当走进公园，我总是被
那些形态各异的植物所吸引。但
其中，我对向日葵有着特别的喜
爱。它那金黄的花瓣、饱满的籽和
粗壮的茎，总是让我心生敬意。

向日葵的花瓣就像一片片
金黄色的羽毛，层层叠叠，仿佛
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丽。它的
籽饱满而坚硬，仿佛蕴藏着无尽
的生命力。茎笔直而坚韧，支撑
着整朵花，让它在风中傲然挺
立。叶子宽大而绿油油的，为向
日葵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早晨，
向日葵在初升的阳光下显得格
外耀眼；中午，花朵迎着烈日，花
瓣微微卷起，显得有些疲惫；傍
晚，夕阳的余晖洒在花瓣上，仿
佛镀上了一层金边。

向日葵喜欢生长在阳光充
足的地方，它总是追随着太阳的
脚步，从早到晚，始终面向东
方。这种习性让我想到了人的

信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
坚持自己的方向，勇往直前。此
外，向日葵的花朵中散发出的香
气，总是能吸引许多蜜蜂和蝴
蝶，它们在花间飞舞，为向日葵
增添了不少生气。

对我来说，向日葵不仅仅是
一种植物，它更是我的“植物朋
友”。每当我心情低落或遇到困
难时，我总会想起向日葵那坚韧
不拔的精神，它告诉我，只要有
信仰、有勇气，就没有什么是过
不去的。它的存在，让我更加珍
惜生活，更加勇敢地面对未来。

向日葵是一种非常美丽而
有意义的植物。它不仅有着独
特的外观，还有着坚韧不拔的精
神。我深深地爱着向日葵，感谢
它给我带来的启示和力量。

教师简评：作者运用生动形
象的语言，详细描绘了植物朋友
向日葵的外形和特性，表达了对
向日葵的喜爱和赞美。文章结
构清晰，逻辑合理。 李清清

我的植物朋友

洪振镇（溜滨中心小学五年1班）

说起图书角，我们再熟悉不过
啦！里头是比水中的鱼儿还多不
知多少的图书。可是说起会走路
的图书角，你又了解多少？今天，
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班的“行走图
书角”。

行走的图书角其实是我们的道
法老师——丁老师。这位每天都笑
眯眯的老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虽
不能用无所不能来形容，可是也能和

司马迁有得一拼。这不，你瞧！丁老
师已缓缓走上讲台，她轻咳几声，原
本闹市般吵闹的我们瞬间成了木头
人，高谈阔论的闭了嘴，转头的连同
椅子一齐转了过来，写写画画的抬起
了头……老师满意地笑着说：“今天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老规矩，不用
翻书！”就这样，枯燥乏味的课堂在老
师口若悬河的生动讲述下展现出了
另一番不同寻常的景象！

如果你觉得她除了上课生动有
趣外就没别的特点，那可就大错特错

了！老师其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同弥勒佛般和蔼，我们犯了错，老师
会耐心地开导我们。

这便是行走的图书角了，一位和
蔼可亲而又口若悬河的老师，同时也
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老师！

教师简评：文章通过生动的语言
描写和细节描写，较好地展现了老师
的特点。尤其是她在课堂上的表现
和与学生的互动，生动地表现了人物
形象，让人感受到她的亲切和教学的
生动有趣。 戴锦瑜

行走的“图书角”

苏宇浩（溜滨中心小学五年3班）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我品味起
《给孩子面向未来的科学家——逐梦
航天》，这不仅是一本科普读物，更像是
一位智者，轻声讲述着航天事业的发
展历程和无数逐梦航天的感人故事。

《水调歌头》所吟：“我欲乘风归
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曾经
的航天事业如同这琼楼玉宇般遥不可
及，却因为科学家勇敢追梦的精神和
无私的奉献，使得这片天空不再冷寂，
而是充满了人类探索的足迹与光辉。

中国的“神舟”系列，是无数科研
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晶。“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每一项技术突破、每一次任
务成功，都是无数次实验和努力的结
果。杨利伟在 2003年，像一颗璀璨
的星星，成为中国首位穿越天际的航
天员，这不仅源于他个人的无畏勇气
和聪明才智，更彰显了整个中国航天
队伍的坚韧团结和无私奉献。

中国空间站的横空出世，更是完
美地诠释了中国科技的进步。忆往
昔，祖国的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如一颗在荒漠中萌发的小树
苗，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这中间的
挫折，需要科学家的智慧，更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与奉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我深刻感受到，航天科学的
力量不仅在于技术的进步，更在于精
神的传承。实现梦想的道路虽然荆
棘遍地，但正是这些艰难困苦，让每
一步的成就弥足珍贵。“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我辈在这条探索
的道路上，仍需迈出坚定的步伐，逐
梦星辰，探寻未来的星光。

教师简评：本文围绕着航天事业
的发展与探索，展现了作者对航天科
学的深刻思考与情感共鸣。文章结
构清晰、层层递进，从读书感悟延展
到对中国航天的赞美，再到对未来科
技的展望，思路流畅。 张华珠

逐梦星辰，探寻星光

朱嘉懿（溜滨中心小学四年1班）

“哇，这简直就是童话世界的现实版！”当我踏入迪
士尼乐园的那一刻，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魔法和奇
迹的世界。这里，就是我要向大家推荐的好地方——
上海迪士尼乐园。

一进入乐园，欢快的音乐就萦绕在耳边，五彩斑斓
的建筑让人目不暇接。米奇大街上，迪士尼朋友们热
情地向游客们打招呼，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欢乐。

探险岛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在这里，我们
可以乘坐筏艇，沿着河流深入探险，感受惊险刺激的同
时，还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

最让我难忘的是晚上的烟花秀。璀璨的烟花在夜
空中绽放，将整个迪士尼乐园装点得如梦如幻，让人陶
醉其中。

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一个能让你忘却烦恼、尽情享受
欢乐的好地方。快来这里，开启属于你的梦幻之旅吧！

教师简评：文章开头以感叹的方式表达对迪士尼
乐园的喜爱，迅速抓住读者兴趣。全文描述生动、内容
丰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结尾再次强调乐园的魅
力，呼吁大家前往，是一篇优秀的习作。 吴美雅

梦幻迪士尼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用慧眼捕捉身边亮点，用
慧心感悟生活真情，这样你会变得眼界开阔、情感
细腻、思维活跃。

小记者们，希望你们以生活为友、以书籍为
伴，挥洒聪明才智，追寻心中梦想，做生活的观察
者，做新时代的小记者！

晋江安海庵前小学
小记者辅导老师 尤静茹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去做你
想做的事，坚持内心所爱，青春从不言败。愿小记
者们心中有梦，一路追光，用脚步丈量家乡，用慧
眼定格瞬间，砥砺成长，彰显溜滨学子奋发向上的
少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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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浩钧（溜滨中心小学四年5班）

美丽迷人的风景，让人垂涎欲滴
的美食，古老传统的手艺……今天，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福
州。

福州的古建筑让人着迷和陶
醉。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坐落在福州
最为繁华处的三坊七巷。走在巷子
里，无意间的抬头仰望，皆是风景。
一进三坊七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
风古韵的房屋。深棕色的人字形屋
顶，犹如云朵般洁白的墙壁。雕刻精
致的大门格外耀眼，大门前还挂着三
四个灯笼呢！胡同里面是一棵爱心

大树，它犹如一位昂首挺胸的战士，
保护着三坊七巷。三坊七巷游人如
织，即使炎热的夏季，来游玩的游客
也络绎不绝。

福州不仅三坊七巷美，美食更是
让人垂涎欲滴。“坛启荤香飘四邻，佛
闻弃禅跳墙来。”从这句诗中，我们就
可以知道佛跳墙为什么能名闻天下
了。另外，鲜香可口的肉燕，绵软爆
汁的鱼丸，滑溜美味的拌面……这些
味道可以瞬间调动你的味蕾，绝对会
让你回味无穷！

福州还有许多古老的手艺，我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有趣的吹糖人。只
见老师傅拿起一块糖稀，在手中拉、

捏、吹、揉，不一会儿工夫，一条栩栩
如生的龙就做成了，那犹如铜铃般的
大眼睛炯炯有神，仔细看还能看到它
眼睛里湿润的光泽，感觉它下一秒就
要从老师傅手中挣脱，飞到天上去游
玩呢！

福州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无论是建筑、美食还是手艺，都让人
流连忘返。还等什么呢，快来福州开
启一场独特的旅程吧！

教师简评：小作者从自己的亲身
经历出发，写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识。
文章结构层次分明，语言生动活泼，
读完之后，让人对福州充满了期待和
向往。 陈燕清

有福之州

晏艺萌（庵前小学四年1班）

今天是传统佳节——中秋节。
一大早便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的
声音，我好奇地走进厨房，想看看妈
妈在忙些什么。妈妈见我来了，对我
说：“小馋猫，快收拾收拾，和我一起
来制作月饼吧！”我激动得一蹦三尺
高，因为月饼是我喜欢的食物。

第一步是制作月饼皮。妈妈先
把糖浆、碱水和食用油混合在一起，
然后慢慢地加入面粉，揉成光滑的面
团。妈妈一边操作一边跟我说：“可
别小看这个步骤，这个过程最需要耐
心和细致。”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准备

馅料。我尝试着揉了一下，虽然有些
笨拙，是妈妈一直在旁边鼓励我，这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最喜欢的是制作月饼的环
节。开始时，我包的月饼形状各异，
有三角形的，有方形的，还有心形
的。妈妈看到后笑着跟我说，月饼应
该包成圆形的，因为这象征着家人的
团圆。听完后我恍然大悟，原来圆圆
的月饼还有这样的意义。妈妈还教
我如何用月饼模具压出漂亮的花纹，
我选了一个带有“福”字的模具，希望
我们一家人都能够福气满满。

最后，我们将包好的月饼放入预热
好的烤箱中，我在烤箱外看着月饼慢慢

变成诱人的金黄色，那一刻，我充满了
成就感。月饼出炉后，我迫不及待地吃
了一口，皮薄馅多、酥脆可口，好吃极了！

晚上，月亮渐渐升了起来，又大
又圆，就像一个明亮的白玉盘挂在天
空。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一边
赏月一边吃月饼。我吃着亲手做的
月饼，听着爸爸讲述中秋节的传说，
感觉特别幸福。

这个中秋节，因为有了自己亲手
制作的月饼，变得更加特别和难忘。

教师简评：文章生动地描绘了中
秋节的温馨场景，通过作者亲自动手
制作月饼的过程，展现了传统节日的
习俗和家庭的温暖。 黄怡莎

中秋月饼香

孙晨瑗（庵前小学四年2班）

今天，我来向大家推荐一个风景
优美、魅力十足的好地方，那就是我
的家乡——安海古镇。

安海地处晋江市西南部。这里
有远近闻名的安平桥，号称“天下无
桥长此桥”。

傍晚，夕阳如画，倚着清凉的石栏，
眺望着远方，湛蓝的海面上帆影点点。
不远处，烟雾袅袅，映衬着悠悠白云。
桥下流水潺潺、波光粼粼，那条悠远的
青石板路，深深地通向白色小塔。桥上
游人三三两两悠闲地行走，桥下鱼儿自

由自在地嬉戏，真让人犹如沉醉在图画
中。因而有诗吟道:“红日烟波起，沧桑
九百年。浮虹江海上，豪杰平天堑。”

夜幕降临，美丽的安平桥公园更
是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因为这里景
色优美，特色小吃众多，真是佳肴荟
萃，琳琅满目:有老字号的土笋冻、美
味的面线糊、可口的肉粽、香甜的花生
汤、喷香的蚵仔煎、香辣的姜母鸭……
让游客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安海不仅景色优美，还具有浓厚
的文化底蕴。大理学家朱熹一家三
代在这儿讲学、当官，并且建有“石井
书院”，促进了文教昌隆。你瞧，大街

小巷里那一间间小小的、饱满的、祥
和的书店更是弥散出古镇的书香味。

安海的人文风俗各种各样，传统
节日热闹纷呈，尤其是元宵、端午和
中秋三大节日。春节一到，人们就开
始准备花灯，元宵节，大大小小的花
灯竞放异彩；端午节，粽子飘香，火鼎
公婆喜上场，安平桥上捉鸭竞技高；
中秋节，家家户户博饼乐隆隆！每个
传统节日，温馨十足，乡情浓郁。

同学们，听了我的推荐，你想来安
海走一走吗？心动不如行动，赶快出
发吧！魅力安海，真是个值得你来游
玩的好地方！ 指导老师 王清红

魅力安海，值得你来

钟思妤（庵前小学五年1班）

在我房间的一角，静静地坐着一
只小熊玩偶，每当我看到它，心中总
会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这只小熊
不仅是我的玩具，更是我心中的心爱
之物。

这只小熊玩偶是我八岁生日时，
妈妈送给我的礼物。当我看到这个
可爱的小家伙时，心中充满了欢喜，
立刻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不肯放
手。从那以后，小熊玩偶便成了我最
亲密的伙伴。

小熊的身体是棕色的，毛茸茸的，
摸起来十分柔软。它的眼睛又黑又

亮，像两颗璀璨的宝石，仿佛在诉说着
无尽的故事。它的鼻子是黑色的、小
小的，看起来十分可爱，给它增添了几
分俏皮。它的嘴巴微微上扬，似乎永
远都在微笑，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小熊玩偶一
直陪伴着我。当我感到孤独时，我会
抱着小熊，和它说说话，仿佛它能听
懂我的心声；当我感到害怕时，我会
紧紧地依偎在小熊的怀里，感受着它
的温暖，心中的恐惧便会渐渐消散；
当我感到快乐时，我会和小熊一起分
享我的喜悦，它那微笑的脸庞仿佛也
在为我高兴。

随着岁月的流逝，小熊玩偶的外

观有些旧了，但它的意义却越来越重
要。它见证了我的成长和变化，陪伴
我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刻。小熊玩
偶虽然不是什么珍贵的物品，但它在
我心中的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它承
载着我童年的回忆，也寄托着我对未
来的美好憧憬。

我会永远珍惜我的小熊玩偶，让
它陪伴我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见证
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教师简评：小作者通过具体生动
的描写，向我们介绍了心爱之物小熊
的外形，以及作者与小熊之间的亲密
情谊，表达了对小熊浓厚的喜爱之
情。 颜诗涵

我的心爱之物

颜依依（庵前小学四年3班）

在泉州的旅途中，五店市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高楼耸
立的闹市中，这片高低错落的红
砖古厝群里，每一处都充满了历
史的痕迹和生活的气息。

一踏进五店市，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古老的五店街，街道两旁，
古朴的木质建筑静静伫立，仿佛
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明清时代
的古厝，以红墙红瓦姿态矗立，红
砖的颜色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
艳，与周围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让人不禁为之驻足。

继续前行，来到气势恢宏的
状元牌坊。巍然耸立的大门用花
岗岩砌成，上方刻着苍劲有力的

“状元”二字，牌坊上雕刻着精美
的图案，有腾云驾雾的飞龙，有展
翅欲飞的凤凰，还有手捧书卷、面
带微笑的文人形象。听爸爸说，
这座状元坊是为了纪念古时从这
里走出去的状元而建立的。每当

有学子高中状元，家乡的人们就
会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以激励后辈勤奋学习。

沿着石板路走去，市集的喧
嚣声渐渐传来，摊位上摆满了各
式各样的泉州特产，从精美的陶
瓷到香气扑鼻的福建茶叶特色小
吃，每一样都让人心生向往。我
在一个卖手工艺品的小摊前驻
足，一个慈祥的老人正在熟练地
编织着竹筐。只见他随手抽出竹
条，毫不费力地将竹条弯曲成需
要的形状。很快，一个精美的竹
篮就编好了。他的手法熟练而优
雅，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本土传统
手艺的精湛。

五店市，不仅是一处历史的
见证，更是一片生活的热土。这
里的一砖一瓦、一笑一语，都在诉
说着过去的故事，每一处景点都
让人流连忘返。欢迎你们也来慢
慢品味五店市的美，感受这闹市
中百年古厝群的独特魅力。

指导老师 黄雅钰

闹市中的古厝群

康若熙（庵前小学五年2班）

今天下午，有这么一个地方
格外的热闹——学校的架空层。
这儿不再冷清，成了一个名副其
实的菜市场。买卖声、吆喝声、讨
价还价声，在拥挤的空间里碰撞，
交织成一支六重交响乐。

这支曲子，激昂高亢；这支曲
子，永不停歇；这支曲子，犹如万
马奔腾。

我们“购物天堂”一行人一马
当先，抢到了一个有利位置。人
越来越多。人潮涌动，许多新奇
的货物纷纷上架，小摊主们扯开
嗓子放声推销，我们也不甘示弱：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过了这
村没那店！”我们的商品吸引了不
少人的眼球，许多同学围着我们
这儿转。

我们迎来了第一位顾客，我
迎上前，热情地向他推销商品。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能否推销
成功呢？我发现，他一直盯着那
本《爆笑校园》，于是主动向他推

销：“你的眼光真好呀！这本书
现在只卖 1 元钱！”他舒展开紧
锁的眉头，毫不犹豫地掏出钱买
下了这本书，我悬着的心慢慢平
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轮到我们“逛街”
了。我走进“淘金小屋”，两件物品
犹如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我——一
艘宇宙飞船与巨神勇击王。我缓
缓地问道：“这艘宇宙飞船几元？
这个巨神勇击王几元？”他开口：

“20元和15元。”我大惊失色，静下
心来慢慢与他讨价还价。

“5元！”我说。
“不，10元！”她不慌不忙。
“5元！”我又说。
“10元，不买走吧！”
最终，这个玩具的主人现身

了，同意我用 5元买下。最后三
分钟，我握紧了拳头，放声吆喝。

跳蚤市场虽然结束了，可这
次活动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有很
多。它让我明白了口才的重要
性，明白了营销要打心理战。

指导老师 吴君玲

跳蚤市场留给我的…… 沈闻煊（庵前小学五年3班）

在《“静观自然湿地中国”大美生态笔记·翘盼野鸟
飞来》中，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生机与和谐的自然世
界。水雉那灵动的身姿在我眼前跳跃；东方大苇莺的
歌声在我耳边萦绕……

那一片广袤无边的湿地中，四面八方的野鸟不约
而同地汇集于此。每一只鸟独树一帜的形象都栩栩如
生，它们各显神通，共同讲述着来自这片土地的故事。

我追随着作者的足迹，踏进这朦胧而又神秘的湿
地，这儿有生命的呼吸、有生灵的声音，共同奏响了美
妙的进行曲。在这儿，能看见林鹬在泥地里架子十足
地踱着方步；勺嘴鹬在泥沙中探来探去；或有一两只苍
鹭弓着脖子守在岸边，聆听着空中的云雀哼小曲。

近处的黑脸琵鹭正在水中惬意地散步，那全身雪白
的羽毛、黑色的长喙，在水的倒映下显得格外淡雅。远
处，东方白鹤成群结队地飞向远方，只留下一连串悠扬的
长鸣声，像呻吟、像倾诉。还有许多五彩缤纷的鸟儿在追
逐嬉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好似一幅“百鸟争鸣图”。

湿地，是无数野鸟的天堂。小鱼游弋，虾蟹蹦跳，
植被繁盛，这是野鸟梦寐以求的家园。它们一代代地
在此繁衍生息，为大自然平添了不少生趣。

当我们真正学会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我们就能从
湿地的宁静和生机中汲取力量，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慰
藉和滋养。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好这片美丽的湿
地，为鸟儿们及其他生物创造一个安全又舒适的家园，
就会有更多的野鸟飞来。 指导老师 颜雅雅

守护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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