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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10月 27
日下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梅岭校
区、青阳中和中心小学小记者走进晋
江文化体育旅游服务中心，参加“候鸟
归巢 筑爱为家”野生动物探索研学活
动，制作木作时钟，赴一场关于爱与自
然的奇妙之旅。

一场生动的野生动物讲座拉开了本
次活动的序幕。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候
鸟的迁徙习性、野生动物的生存现状及保
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小记者们听得津
津有味，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通

过讲座，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保护野
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到了小记者们期待已久的木作时
钟制作环节了。小记者们戴上口罩和
手套，“全副武装”，围站在工作台前。
只见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一块勺嘴鹬
形象的木板、雕刻刀、精密的时钟机芯
等材料。木块经过初步切割，已大致
呈现出鸟类的轮廓，但还需进一步的
精雕细琢才能栩栩如生。小记者们神
情专注地在木块上细细雕琢。经过锯
背、打磨、抛光等一道道工序，木块逐

渐褪去了原始的粗糙，取而代之的是
珍稀鸟类的生动形象。最后便是组装
时钟机芯的关键步骤。小记者们小心
翼翼地将时钟机芯嵌入木作的预留位
置，确保它能够稳固且准确地运转。
随着一个个齿轮的咬合，木作时钟开
始缓缓转动，发出轻微的“嘀嗒”声，仿
佛是大自然中时间的低语。

小记者感言
在老师和爸爸的帮助下，我完成了

珍稀动物木作时钟制作，懂得了做任何
事都要坚持不懈，不要轻易说放弃。同
时，通过活动，我也学到了很多野生动
物保护知识，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
护野生动物，保护大自然。

林荣灿（晋江青阳中和中心小学）
这是个有趣的活动，让我明白了

拯救濒危鸟类刻不容缓。我们需要共
同努力爱护生态环境，才能让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吕泓毅（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梅
岭校区）

参加本场小记者活动，我不仅认
识了各种鸟类，还知道了动物的习性
及特征。更有趣的是在手工自制时钟
中，我学会了使用好几种木工工具，真
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潘依涵（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梅岭
校区）

制作木作时钟 聆听科普讲座
本报小记者亲子探索野生动物生态之美

本报小记者 林洛暄（晋江内坑柑市中心小学）

10 月 26 日，儿童文学作家商晓娜走进晋江
市图书馆，开展“分享阅读·快乐成长”主题讲
座，分享个人的写作经验，并与本报小记者近距
离交流。

讲座开始后，商老师首先向我们分享了她成为
作家的心路历程。原来，她从小就喜欢读书，书籍
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一开始，她渴望遇到作家，
能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书里。在和学生们的交流中，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像一颗颗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
芽。偶然间，学生鼓励的话，让她萌生了成为作家
的念头。于是，在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实现
了自己的作家梦想。

商老师的创作灵感有的来自小时候泛黄的日
记本，有的来自梦境，还有的来自与人的交流。她
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中获取灵
感，如何把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
前；她鼓励着我们要尝试多与人交流，扩展自己的
写作思路；她告诉我们，勇于发挥想象，一切皆有
可能……

在互动环节中，同学们纷纷举起小手，提出了
一个又一个有趣的问题。“商老师，我可以把我的故
事也写进书里吗？”“商老师，你写作遇到过瓶颈
吗？”商老师耐心地一一解答，她的话语充满了智
慧，每次回答都让我深受启发。

小记者感言
我将《拇指班长》递给商老师，兴奋地问她听

故事和看书有什么区别？她说看书可以认识更
多字，提高阅读能力，而光听故事是不能的。今
后，我要多看书，认识更多字，从书籍中汲取更多
的“营养”。 王博麟（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

通过与她的交流，我学到了更多有益于阅读和
写作的方法。我会将这些方法运用到以后的学习
中，使自己成长为一名爱读书、爱写作的孩子。

林泓睿（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
通过参加这场活动，我知道商老师从小就开始

读书、写日记，坚持写作，长大了才会有这样的成
就。我们应该向她学习。

吴姿颍（晋江深沪中心小学）
我的书柜里有很多商晓娜老师的书。终于，我

们见面了。她笑容满面地跟我们打招呼，跟我想象
中的一样，如此温柔、平易近人。虽然我没能和她
合影，但是我的书上有了她的亲笔签名，从此我的
书显得更珍贵了！ 章奕晟（晋江安海西安小学）

我一直很喜欢商晓娜老师的作品。这次，我很
荣幸地与她见面了。她与我们分享了她小时候的
梦想、写作的灵感等，我还和她合影了。在这短短
的两小时里，我收获了许多！

林婕蓥（晋江英林中心小学）
刚开始见到晓娜老师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紧

张。然而，晓娜老师那温和的语调，如春风般拂过
我的心田，让我渐渐放松，变得开朗起来。见到自
己最崇拜的作家，并得到她的亲笔签名，还有什么
比这更令人激动的呢？

周欣莹（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
商晓娜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

如何写好作文。今后，我在写作时将更加耐心琢
磨，从点滴做起，争取使自己的写作能力更上一层
楼。 林雅晴（晋江内坑柑市中心小学）

晓娜老师生动地讲述了她小时候的经历和写
作灵感。我相信，听了这个讲座之后，作文水平会
有更多提升！ 袁崇皓（晋江安海西隅小学）

“读书改变命运。”商晓娜老师通过自己的经历
告诉我们，读书的重要性。晓娜老师的金点子，真
是让我收获满满，也激发了我写作的灵感和阅读的
热忱！ 黄宇航（晋江深沪华海小学)

指导记者 欧阳霆

儿童文学作家商晓娜做客晋江
与小记者面对面交流 传授写作秘诀

本报小记者 郭静婷（晋江市第七实验小学）

10月 26日，本报小记者快乐出发，到泉州永春采
摘橙子和甘蔗，体验纸织画编织和乡间舞龙的乐趣，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探寻心中的“乡愁”。

迎着秋日的阳光，小记者们怀着好奇心来到了
活动的第一站——永春县旅游集散中心。步入馆
内，小记者展开了一场非遗体验——手工编织纸织
画。“慢慢穿过去，不用着急，太使劲纸条会断……”
听着工作人员的介绍，小记者们兴致盎然，很快就上
手了。聚精会神的表情、小心翼翼的动作，一幅幅栩
栩如生的纸织画慢慢成形，孩子们的脸上露出满意

的微笑。
随后，小记者还近距离地感受了永春老醋的酿

制工艺，品尝美味的醋饮料；走进乡间田野体验民
俗，欢乐舞龙；走进余光中文学馆，尽情享受余光中
艺术气息的熏陶和文学的感染，融入余光中所描绘
的乡愁之中。

时入深秋，刚成熟的橙子青绿中带一点点微黄。
当日，小记者还走进果园，体验采摘橙子的乐趣。“快
来看，这个橙子又大又黄，一定很好吃！”活动中，小记
者呼朋唤友，在香气弥漫的果园中穿梭，边摘边尝，在
大饱口福的同时，亲近大自然，尽情享受田园采摘的
乐趣和丰收的喜悦。

小记者感言

秋天是一个充满收获的季节，我们走进永春，不
仅体验了非遗纸织画，还感受了收获橘子和甘蔗的喜
悦，收获满满。 郭静蕾（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人生的道路上总有许多“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
走进永春。活动当天阳光明媚，我们不仅学习了许多
知识，体会了劳动的快乐，还在丰富多彩的行程中收
获了友谊。返程途中，大家互相交流自己的收获和心
得，好不热闹。

王敏懿（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大山后校区）
指导记者 刘泽宇 董严军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抓‘老鼠’啦！实在太有趣
了！”近日，位于晋江梧林传统村落的梧林闽南古早味美食
街传来了阵阵欢笑声，原来，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道南
小学的 25组小记者亲子正学做闽南古早味美食——老鼠
仔粿，领略“舌尖上的闽南”。

正式制作之前，对闽南美食颇有研究的林溪水老师为
小记者亲子介绍了老鼠仔粿名字的由来及背后的故事。
小记者们了解到，老鼠仔粿是闽南地区一道特色传统小
吃，以地瓜为原材料，因形似老鼠而得名，实则与鼠无关。
林溪水老师的介绍通俗易懂，小记者们听得津津有味，对
这项闽南美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迫不及待想要动手体验
制作。

一切准备就绪，在工作人员和家长的指导下，小记者
们开始动手制作老鼠仔粿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花生馅
料放入面团中，然后轻轻捏合成老鼠的形状。经过一番努
力，一盘盘形状各异的老鼠仔粿就新鲜出炉了。当天，工
作人员还现场煮起了老鼠仔粿，小记者亲子细细品尝，纷
纷表示“很美味”。

小记者感言
听了介绍，原来老鼠仔粿是用番薯为原料制作而成

的。在这次活动中，我既锻炼了动手能力，还体会到了闽
南传统美食的魅力！ 张莉红（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

吃着自己亲手捏的老鼠仔粿真是不一样的体验，美味
极了。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闽南古早味美食。

吴政涛（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
在阿姨的耐心指导下，我成功完成了老鼠仔粿的制

作。老鼠仔粿品尝起来好吃极了，我心里美滋滋的。
柯玠瀚（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

刚开始看阿姨制作感觉很简单，但自己制作的时候却
没有那么容易，后来多制作了几个就越来越好，这让我明
白了熟能生巧的道理。 罗宇辉（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

我们品尝了自己做的老鼠仔粿，挺好吃的。通过这次
活动，我了解到了闽南古早味的特色，满载而归。

姚庆煜（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
老鼠仔粿吃起来QQ弹弹的，还带着一丝清甜，真是美

味的闽南美食啊！ 吴艺涵（晋江新塘道南小学）
参加这次活动，让我对闽南的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

解。希望更多的人喜爱闽南美食，让这份独特的文化继续
闪耀光芒。 杨子鸿（晋江新塘道南小学）

眼前摆放着的一盘盘老鼠仔粿，形状小巧玲珑，色泽
诱人，仿佛在向我诉说着闽南美食的独特魅力。

杨镓琪（晋江新塘道南小学）
亲手制作老鼠仔粿的过程充满了乐趣与挑战。在老

师的耐心指导下，我小心翼翼地揉面、包馅，感受着面团在
手中逐渐成形，那一刻，我仿佛与闽南的传统文化建立了
一种亲密的联系，感受到了美食中的智慧。

陈凌菲（晋江新塘道南小学）
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老鼠仔粿，那滋味更是无与伦

比。软软的口感，鲜美的花生，每一口都充满了浓浓的
香味。 杨泓铄（晋江新塘道南小学）

小记者亲子制作老鼠仔粿
领略“舌尖上的闽南”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10月 23日，佛山市关工委主
任刘耀淳一行13人来晋调研。

调研组一行深入晋江经验馆（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
史教育基地）、晋江市五店市传统街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晋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晋江市华泰社
区“五老”工作室等基地调研，了解基地开展青少年教育工
作的有关情况。调研组对晋江注重教育阵地建设，通过整
合各类教育实践基地，推动各类社会宣传教育阵地资源向

“五老”和青少年开放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据悉，晋江现有 35个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50个

“五老工作室”，43个涵盖“党史国史”“革命传统”“爱国主
义”“三爱”“感恩”“国学”“帮教”“科普”“心理健康”“关爱
外来生”等各类主题的教育基地。其中，晋江经验馆、围头
村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等2个入选全国关心下一代党
史国史教育基地。

黄弈博（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五年1班）
大家好，我叫黄弈博，来自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

五年1班。我的兴趣爱好是阅读、书法等。我希望
加入小记者后，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小记者趣游永春 畅享秋日田园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