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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小记者 张紫涵

11月19日晚，晋江市第二实验
小学小记者前往晋江一中，赴一场

“文学之约”——知名作家蔡崇达举
行文学创作分享会，分享文学创作
历程。

赴约前，我们做了一定的功课，
了解到，此次蔡崇达先生是带着新
书《草民》前来和大家分享的。本次
分享会采用嘉宾对谈的方式进行，
晋江一中的两位语文老师蔡勇强和
王晓婷有备而来，以蔡崇达先生的
新书《草民》切入，从“《草民》是一本
什么样的书？”“《曹操背观音去了》
这篇故事的创作初心是什么？”等问
题与蔡崇达先生展开对谈。

分享会中，蔡崇达先生提到，他
创作《草民》的动机不同于《皮囊》与
《命运》。“如果说《皮囊》是‘走投无
路’的自我追问，《命运》是对无常时
代下‘命运’这个沉重命题的思考，
那么《草民》则想要描绘我们身边的
祖父们、祖母们、母亲们、父亲们、邻
居们，通过群像的方式展现一群肩
负家庭重任的中年父亲们，努力想
要抓住时代不被抛下的父母们，他
们如野草般互相支撑互相纠缠，坚
韧地抓住土壤，共同抵御着命运的
风雨，顽强地生存着。”蔡崇达表示，
这也是《草民》一书封面上写着“我
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凭什么生
生不息”这一题眼的原因。

在分享过程中，我们频繁听到

蔡崇达先生提到“故乡”二字。原
来，从《皮囊》到《命运》，再到《草
民》，蔡崇达花了十年完成了“金色
故乡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就是他
对故乡和生命的深情致敬。他希望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故乡的美好，
感受生命的温暖与坚韧。

当天，蔡崇达先生还分享了自
己的文学创作历程。他提到，书籍
是灵魂的庇护所，正是因为自己曾
经被文学作品深刻地触动内心，所
以才深刻明白文学能够让我们在
无常的时代下、在迷茫与困惑中安

顿心灵。
在互动环节，我们提出了自己

在文学创作和阅读方面的困惑。
蔡崇达先生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回
答。他还鼓励大家：“命运永远是
向前流动的，如果发现此刻并没有
流动到理想的方向，那么坚定地前
行才会‘等’到命运走到你想要的
地方。”

此次文学创作分享会，不仅让
我们对阅读与写作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也意识到了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指导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带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不断前行

晋江二小小记者与作家蔡崇达有约

本报讯 （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11 月 23 日，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
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联
携手在池店镇举办“状元故里读状元
书香晋江品书香”晋江全民阅读活
动。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溜滨中心
小学的 25组小记者亲子受邀参加，通
过走读研学、聆听讲座等形式，深入了
解池店状元文化，激发阅读热情，营造
浓厚的书香氛围。

一场状元文化走读研学之旅拉开
了本次活动的序幕。首站，小记者亲子
来到了欧阳詹故居，这里是唐代著名文
学家、政治家欧阳詹的出生地。小记者
们认真聆听讲解员的介绍，了解欧阳詹
的生平和成就，感受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随后，大伙儿“转战”吴鲁世家博物
馆。吴鲁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治家、教
育家和书法家，他的事迹和成就深深感
染了每一位小记者。在博物馆内，小记
者们仔细观赏吴鲁的书法作品，聆听关
于他的故事，仿佛穿越时空，与这位历
史名人进行了一次心灵的对话。研学
的最后一站，小记者亲子近距离领略了
一座见证了池店镇历史变迁和文化传
承的古老建筑——溜石塔，他们上前轻
轻触摸，认真聆听介绍。

实地参观研学让小记者亲子对池店
的状元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随之进行
的吴鲁相关征文创作分享会，更是让大

伙儿饱尝了一顿文化盛宴。分享会上，
多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围绕吴鲁作品研
读、征文创作等主题，畅谈文学创作心得
和感想。

当天，还举行了晋江图书馆池店镇
分馆揭牌仪式。这座新落成的图书馆藏
书丰富，氛围浓厚，将成为居民们阅读学
习的好去处，为池店镇的文化事业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 近 年 来 ，我 们 深 入 挖 掘 池 店
‘5234’状元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状元

故里文化 IP，聚焦‘书香城镇’建设，改
造盘活农家书屋，策划吴鲁文化季、

‘文衡杯’读书征文大赛等系列文学活
动，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共写池
店的书香记忆。此次‘状元故里读状
元 书香晋江品书香’晋江全民阅读活
动不仅让广大学生及其家长领略了池
店状元文化的魅力，还激发了他们的
阅读热情，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贡献了一份力量。”池店镇相关
负责人说。

本报小记者亲子
状元故里读状元 书香晋江品书香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看，这
是我的剪纸作品，寓意‘平安’。”面向
镜头，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小记者陈
以晨“晒”起了自己的第一份剪纸作
品，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昨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律
护航·共筑平安”亲子绘本阅读暨剪纸
活动在八仙山公园举行。晋江二小梅
岭校区小记者不仅聆听了温馨的家庭
教育讲座，还巧手剪出了一幅幅寓意

美好的剪纸作品。
11 月 25 日是“国家消除家庭暴

力日”，本次活动与家庭教育息息相
关。活动伊始，专业心理咨询师以生
动的语言和真实的案例，通过亲子游
戏互动的方式，向小记者们阐述了家
庭教育中爱与关怀的重要性。讲座
中，小记者亲子纷纷上台分享了自己
在家庭中的温馨瞬间，以及遇到的困
惑。经过老师的指点迷津，广大家长

纷纷表示对家庭教育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今后也会努力去寻找更多更
好、更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建立和
谐的亲子关系，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平安，是人与人之间最为朴实且
真挚的祝福。随之进行的剪纸活动便
以“平安”为主题。体验之前，剪纸老
师首先向小记者们介绍了剪纸的历史
渊源和艺术特点，耐心地指导小记者
们如何握剪、构图、创作。大伙儿都听
得十分认真。

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小记者亲
子迫不及待地拿起剪刀、刻刀等工具，
开始进行剪纸创作。剪纸看似简单，
实则很考验大伙儿的耐心和细心。只
见小记者亲子全神贯注，跟着老师的
步骤，一步一步地操作。经过近一个
小时的创作，小记者亲子的剪纸作品
新鲜出炉。

当天，小记者们还与晋江市剪纸
协会会长陈金矿面对面，了解剪纸这
一非遗项目，聆听陈会长讲述坚持剪
纸创作的故事。陈金矿告诉小记者，
自己接触剪纸已有数十年，一点一点
学，如今剪纸已成为他表达自我的一
种方式。采访中，他也鼓励小记者们，
多多动手实践，传承非遗，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

晋江二小梅岭校区小记者 巧手剪出“平安福”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感谢社会爱心人士点亮了我的微心
愿，实在太开心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爱和期望。”
收到心心念念已久的乌龟，晋江紫帽中心小学学生小莹开心不已，一
脸兴奋地和小记者们分享这份喜悦。

日前，晋江市2024年第二期“关爱成长微心愿”发放仪式在晋江
紫帽中心小学举行，校园处处洋溢着温暖的气氛。

当天，主办单位点亮了受助学生的微心愿，从学习用品到生活用
品，一应俱全。这些物品承载着满满的关爱，是对孩子们学习和生活
的有力支持。

学校小记者到场见证了这一温馨时刻。“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此
刻的心情吗？”“微心愿被点亮，你最想对爱心人士说什么？”……仪式
结束后，小记者们兵分多路，采访起了受助学生，抛出一个又一个问
题。受助学生大方地“晒”起了自己的微心愿，和小记者们分享了自
己的体会。从中，小记者们深刻感受到了“关爱成长微心愿”活动带
给受助学生的能量是无穷的。

在现场，小记者们也与晋江市关工委副主任陈孟桔面对面，了解
晋江开展“关爱成长微心愿”的意义。“开展‘关爱成长微心愿’活动，
既是一份爱心、一份期待、一份激励，更是一份唤醒，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我们会坚持把这个活动做下去，在全社会形成氛围，发动更多
的人来参与，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实现微心愿。相信这种爱心的不断
涌现，会让社会更和谐，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陈孟桔介绍，接下去，
活动有关单位及公益慈善团队将陆续走进其余“微心愿”征集学校，
将“微心愿”礼包送到孩子们手上，传递爱心和正能量。

小记者感言
小小爱心，大大能量，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让我们以

微薄之力，给予世界些许温暖，相信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黄圣瀚（四年4班）

受助学生都有一颗感恩的心，他们积极面对生活，努力学习技
能，以此来回报爱心人士的关爱与帮助。 汪熠祥（四年6班）

通过这次活动，我懂得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也可以带来一
份大大的快乐。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尽全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 蔡夏冰（四年4班）

关工委之声

紫帽中心小学小记者
传递温暖与爱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自小记者公益海报设计大赛推出后，已
有不少小记者投入创作中。日前，主办方陆续收到一些作品。

记者注意到，本次公益海报设计大赛让不少小记者对安全问题
有了更多思考。这不，在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小记者吴思思看来，
安全问题应该“预防”。因此，她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在
作品中将防火、防溺水、禁毒等方面的场景结合在一起，呼吁大家要
防患于未然。

需要提醒的是，本次公益海报设计大赛交稿时间截止至12月13
日。还未开始创作的小记者要抓紧时间啦！

公益海报设计大赛以“珍爱生命 关注安全”为创作主题，小记者
可围绕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心理健康、网络安全等细分领域进行创
作。作品设计需以海报形式进行，简洁明了，易于理解传播，需包含
必要的公益标语或者口号。鼓励小记者们使用创意和色彩表达公益
理念，不得抄袭。作品可手绘，也可电脑设计，规格统一为A3绘图
纸。每位参赛者只能提交一幅作品，并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粘贴“参赛
信息表”（扫描二维码可下载表格），参赛作品送至梅岭街道长兴路晋
江报业大厦 18楼小记者教育部，联系电话：
18960206865（小阮）。

届时，主办单位将邀请专家评委，根据
参赛作品的创意性、主题相关性、美观性等，
评选出一等奖 3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若干。其中，一、二、三等奖由晋
江经济报社、晋江市教育局联合颁发证书
（获奖证书上注明指导老师）；优秀奖由报社
单独发给鼓励证书。

关注第十一届晋江经济报小记者文化艺术节

公益海报设计大赛
交稿时间截至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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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此次活动，我收获颇多。感
谢心理老师的讲座，让我深刻体会到
亲子互动在家庭教育中的温馨与力
量。在剪纸活动中，我们加深了亲子
之间的情感联系，感受到剪纸艺术作
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庄芷霖（三年6班）
我和妈妈分别完成了“平安”两个

字的剪纸作品，可真不容易呀！手有
点酸，但我还是很开心。剪纸不愧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经了解和体验，便
能深刻感受到它的魅力。

陈煜燊（三年7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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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读研学，听名家分享经验，
沉浸式领略阅读的魅力。这次活动也
让我深刻地理解了“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句话的含义。

小记者陈婧铱
欧阳詹、吴鲁勤奋好学、勇于创新的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就是我们的榜
样。今后，我们要好好学习，不断充实自
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小记者吴佳妮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深入了解了池
店状元文化，感受到了浓浓的书香氛围，
满载而归。 小记者李钦苗

吴鲁的博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原来，我们生活学习的池店，文化
底蕴深厚，曾出过这么多位状元。我为
池店点赞。

小记者陈新辉
欧阳詹刻苦学习的精神、吴鲁的爱

国情怀都令我深深感动。我还近距离看
到了凝聚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溜石塔，
让人不禁感叹池店状元文化的多彩。

小记者郭彤颖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讲解员为我们

介绍其背后的故事，这让我增长了见
识，开阔了眼界。此行我还惊喜地发现
晋江图书馆池店镇分馆正式投用了，以
后我就可以多多来这边阅读了。

小记者庄泷钧

小记者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