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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验 沉浸式寻年味

春节是我国传统佳节，晋江一
派红红火火，大街小巷大红灯笼高
高挂，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春联，年味
十足。

趁着假期，小记者们也积极行
动起来，了解传统节日民俗知识，并
动手体验，沉浸式寻找年味。你瞧，
在梧林传统村落、社区、学校门口
等，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的小记者
的身影，他们挥毫泼墨，义写春联，
将祝福送给市民。镜头跳转到长富
国民营养社区公益体验馆，在那里，

小记者亲子巧手做蛋糕，还体验了
“拓”福，期待2025年福气满满；大年
初三的九十九溪十分热闹，小记者
们受邀参观剪纸作品展，并体验了
剪纸，用一把剪刀“剪”出了满满年
味；春节假期，传统美食必不可少，
一场制作闽南古早味小吃“老鼠仔
粿”的活动让小记者们感受到了节
日的美好……

元宵节的到来为春节假期增添
了几分欢乐与美好。在这个红火的
日子里，小记者们也用自己的方式
来庆祝。他们有的巧手竹编花灯，

“趣”踢蹴鞠，品美味汤圆；有的和爸
爸妈妈相约九十九溪，游古仔灯、看

“村”晚、猜灯谜，热热闹闹过元宵；
有的积极参与海峡两岸少儿闹元宵
活动，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元宵节。

值得一提的是，本报小记者寻
年味的足迹还踏至安徽黄山。四天
三夜的“纵横黄山 冰雪少年”冬令
营不仅让小记者们领略了祖国大好
河山的壮美，还在老房子里感受原
味徽州年，品尝地道徽州家宴。

趣味研学“充电”正当时

当寒假遇上春节，总能碰撞出
很多的欢乐与奇妙。假期中，小记
者们放下了课本，用一场场研学活

动来为假期添彩。
在泉港区甜村，小记者们砍甘

蔗、做冰糖葫芦，还体验了糖画制
作，既享受了劳动的乐趣，也感受到
了传统手工艺的魅力，为新年增添
了几分甜蜜与喜庆。对于高校与学
霸，小记者们是向往的。走进厦门
大学研学的活动受到了小记者和家
长的热捧，孩子们跟着导师漫步百
年厦大，感受名校氛围，还与学霸面
对面“取经”，满载而归。

春节假期也是小记者“充电”的
好时节，一场场职业体验应运而
生。他们有的受邀参加由晋江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组织的120国家

急救日倡议活动暨 120急救科普大
课堂公益培训，提高自救互助能力；
有的走进航空科普与职业教育基
地，探索飞行奥秘，一圆航空梦；有
的化身“小小神枪手”，在实弹射击、
真人CS等体验中，过了一把“军人”
瘾；还有的走进五店市茶研阅舍文
化体验馆，变身“小小中医师”，制作
灵源万应茶“菩提丸”、香囊，体验中
医药器具。

春节期间，晋江赛事狂欢不停
歇，本报还组织了百组小记者亲子
免费观看WCBA联赛，为福建女篮
加油，点燃新春运动热情。

（详见4—5版）

跟着福宝过大年
小记者在欢乐中寻年味

大家好，我叫黄伯森，来自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六年1班。我是个活泼开朗的大男孩，热爱写
作与朗诵。写作让我记录生活、表达情感；朗诵则
让我用声音传递文字力量。加入小记者队伍，不
仅提升了我的写作水平，还锻炼了我的观察与思
考能力，让我学会捕捉生活美好、拓宽视野。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董严军） 2月 11日晚，
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宵“村晚”在晋江市九十九溪田园
风光景区举行。本报百组小记者亲子家庭受邀参
加，热热闹闹过元宵！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记者们纷纷拿起制
作花灯的材料，认真地按照步骤制作起来。拼
接彩纸、安装灯泡、挂好灯穗……经过一双
双灵巧小手的精心制作，一个个充满创意
的花灯纷纷成型。孩子们高高举起自己
制作的花灯，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的
笑容。

刚完成花灯制作，街上就响起了铿
锵热闹的锣鼓声。“游灯即将开始！”小
记者们闻声而动，纷纷拿着做好的花
灯，加入“游古仔灯”的队伍中，感受传
统民俗的魅力。游灯队伍中，小记者亲
子家庭手持花灯沿着街巷穿梭，舞龙、
火鼎公婆、拍胸舞等方阵穿插其中，现场
充满热闹的氛围。晋江安海西边小学小
记者吕宜霖说：“小小灯笼传递着我们美
好的祝福。九十九溪灯光闪烁、气氛热烈，
每一处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我随手拍摄的
照片，张张都如艺术大片般美丽动人。”

当晚，正值“状元故里点灯红·春风得意马
蹄吉”泉州市“文润万家”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暨泉州

“村晚·乡音”走进晋江池店。台上，《南音雅韵·共赏
团圆夜》《瑞龙贺岁·福满池店》《金狮闹春·喜乐元
宵》《偶趣横生·戏说元宵》《民俗狂欢·闹热元宵》等
节目轮番上演；台下，小记者们跟随演员的表演动
作，仿佛步入传统文化的画卷之中，大呼：“过瘾！”

制花灯、游古仔灯、看“村晚”、猜灯谜、非遗剪
纸……元宵佳节，通过体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小
记者们在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景区感受了一场“文化味”
十足、“烟火气”浓郁、“新活力”满满的非遗“大餐”。

小记者感言
此次亲子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不仅让我们感受

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还使我们增进了家庭感情，获
得快乐和幸福。

陈坤贤（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培基校区）
在欢快的大鼓车、腾跃的舞龙队、俏皮的火鼎公

婆和拍胸舞表演者的带领下，我们热热闹闹地进行
游灯，元宵节气氛瞬间升腾。

王诗琪（晋江青阳中和中心小学）
状元故里点灯红，春风得意马蹄吉。正月十四，

我和家人在晋江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景区留下了美好
的记忆。 吴铭榕（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

自己制作花灯、提灯游街、观看“村晚”表演……
此次活动，我不仅欣赏了精彩的非遗表演，还与家
人一起迎接元宵佳节，真是太棒了！直至活动结
束，我还沉浸在现场热闹的氛围中。

吴芷萱（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
参加此次活动，我可太开心啦！活动项目丰富

多样，有考验头脑的猜灯谜、DIY灯笼环节，还有精
彩的提灯游街，让我乐在其中。最精彩的当属那惊
艳全场的“村晚”表演，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
的视觉盛宴。 吴思羽（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

状元故里点灯红
小记者游灯迎元宵

本报小记者 陈诗瑶 李璟晞

2月11日，晋江市科创实验小学小记者走进西
园官前非遗竹编展示馆，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
宵节活动。在这里，小记者们不仅观赏了精美的竹
编作品，还亲手制作了竹灯，体验了蹴鞠游戏的乐
趣……收获颇丰。

活动现场，各式各样的灯谜挂满了四周，令人
目不暇接。小记者们穿梭其间，积极参与，现场欢
声笑语不断。

最令人期待的环节是制作竹编花灯。在听完
老师的细致讲解后，我们各自领取了一份制作材
料，便开始埋头制作。固定支架、黏贴胶布、画图上
色……虽然过程遇到了一些挑战，但在我们的巧手
下，这些材料最终都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竹灯笼。
当竹灯亮起时，与我们的笑容交相辉映，现场充满
了温馨与喜悦。

此外，蹴鞠游戏也吸引了众多小记者的参与。
我（陈诗瑶）将空心竹球置于正前方，一脚踢出……
虽然一开始并未命中，但在不断尝试中我逐渐掌握
了技巧，最终成功将球踢入球门。通过参与蹴鞠游
戏，我感受到了来自古代游戏的挑战和乐趣。

活动最后，我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官前非
遗竹编展示馆。馆内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竹编制品，每
一件作品都凝聚着竹编人的精湛技艺与无限创意。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对传统工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
认识，也进一步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小记者感言
通过此次活动，我深刻认识到“竹”不仅仅

是一个简单的汉字，它能被巧手编织成各式各
样竹制品。我被手艺人的辛苦付出和卓越技艺

所震撼！ 小记者陈镕铮
最让我难忘的是参观官前非遗竹编展

示馆。看着师傅们巧手编织的竹制品，我
被深深震撼，并对非遗竹编有了更直观
的认识。这次体验也激发了我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小记者陈馨洁
匠人们以竹为材，编织出各种精

美且实用的物品，展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我
们应当努力学习，为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贡献力量。 小记者陈佳莹

这次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
小记者的动手能力都很棒，不仅成功
做出了竹灯笼，还在上面画上元宵的图
案，好看极了。 小记者陈锦妍

指导记者 欧阳霆 董严军

竹编花灯“趣”踢蹴鞠

小记者领略非遗魅力

本报讯 （小记者 关雪婷） 过去的这个元宵节有些特
别——我们金井瀛洲小学小记者亲子受邀参加在围头村举行
的第七届两岸少儿（围头古街）闹元宵活动，现场温馨而热闹。

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会演拉开了活动的序幕。率先登场的
是围江学校带来的舞龙表演。演员们手持长龙，随着鼓点的节
奏，让龙身在空中翻腾起舞，时而盘旋上升，时而俯冲而下，展现
出龙的威严与灵动。接着是舞蹈串烧，音乐响起，两岸小朋友身
着色彩鲜艳的汉服，手持花灯，翩翩起舞。当天，现场还响起了
悠扬动听的南音，袅袅南音为这个传统节日增添了几分温暖。
我们都被精彩的表演所深深吸引，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元宵节的围头村一派红红火火，古街两旁张灯结彩，大红灯
笼高高挂起。经过采访，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汇聚了两岸姻
亲、宗亲、乡亲的亲子家庭。虽然下着雨，但浇不灭大家的热
情。开幕式结束后，大家手持各式各样的花灯，从“海峡第一村”
村标出发，途经围头新娘一条街、永平中心广场等地。沿途打卡
了滨海、战地、渔村、海丝、侨台“五大文化”点，一起领略围头渔
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活动当天，我们小记者还巧手制作起了贝壳画。从底板的
创意勾勒、贝壳的选取黏贴，再到彩色粉粒的铺洒，大家兴致勃
勃，脑洞大开。不一会儿，一幅幅寄托美好祝福的贝壳画便新鲜
出炉了。

据悉，近年来，泉州市、晋江市关工委高度重视两岸青少年
交流基地建设，坚持常态化活动促进两岸青少年交流交往和健
康成长，持续擦亮“两岸青少年共同家园”品牌，围头村青少年社
会教育活动中心先后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福建省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基地。此次活动旨在推动两岸少儿及
青少年交流交往，让“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

小记者感言
在活动中，我们制作了贝壳画，观赏了元宵节精彩节目，品

尝了自己亲手搓好的汤圆。真是饱了口福、眼福和耳福呀！
小记者王晓慧

贝壳作画、看表演、游街、搓汤圆、吃汤圆……我们都非常开
心，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增长了见识。 小记者宋雨涵

元宵节当天，我们在金井围头村，通过观看表演、手工制作
等方式，感受元宵节浓厚氛围，领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小记者王思雯
这是我第一次制作贝壳贴画、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舞龙表演，

深深感受到了元宵节的热闹氛围，以及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真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有趣的活动！ 小记者宋好

洗净手后，我迫不及待抓了一团“白球”，然后放入花生馅
料。不一会儿，汤圆出炉了。我品尝了自己搓的汤圆，实在美味
极了。 小记者龙颖萱

元宵节，我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观看了精彩的演
出，还体验了贝壳画DIY。通过这次活动，我收获了许多知识，
锻炼了胆量，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小记者王钰心

贝壳画DIY很有趣，我先认认真真地画，再小心翼翼地把
贝壳黏贴上去。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作品，我开心极了。

小记者王伟泽
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壳画制作。看着原本零散的贝壳，在我

的手中变成了一幅充满艺术感的装饰画，我心中满是成就感。
小记者王子轩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文化传承就像祖辈与儿童的掌心相
贴，充满了温度。 小记者罗子睿

指导记者 蔡红亮
指导老师 陈雅欣 陈滢琪 陈惠珍 施清娜

许晴妮 陈双棋

游街 看表演 海贝寄情……
小记者欢乐闹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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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这个蛇年春节假期，各项精彩的民俗活动缤纷亮相，把晋江装点得格外喜庆红火。本报小记者如灵蛇一般，积极
参与各种活动，跟着福宝过大年，在欢乐中寻找年味。24场精彩纷呈的活动，吸引了超千人次参与其中。 本报记者 蔡红亮

我们的节日·元宵

关工委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