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骏荣（晋江龙湖强民小学四年1班）

“我心爱的QQ糖！”周五放学，我一回到家就跑到
房间里，准备品尝美味。打开我放QQ糖的地方，我发
现QQ糖不翼而飞了。我急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是
我吃了，还是我没放在这里？实在想不起来，我就当起
了“侦探柯南”。

第一个目标，我锁定了妹妹。当我“审问”妹妹时，
她撇着嘴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被QQ糖
给呛到了，我才不吃QQ糖！”妹妹说的是实情，自从她
被QQ糖呛到以后，她就与QQ糖“绝缘”了。

第二个嫌疑人是弟弟。我来到他跟前，又是一副
严肃的表情“审问”。谁知弟弟睁大眼睛说：“啊！还有
QQ糖，在哪在哪？”一看那表情不像是吃了QQ糖，倒
像是饿了几天的大狼。

我心有不甘，继续破案。我来到妈妈卧室，到垃圾
桶前，没有看到QQ糖袋子，我还仔细地翻一翻垃圾
桶，仍然没有蛛丝马迹。我又去找妈妈，妈妈正做着家
务，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又不爱吃QQ糖。”说得也对，
大人一般不会吃这些零食，妈妈又怎么会打我QQ糖
的主意呢？

几番寻找未果，我心灰意冷，放弃寻找。就在我想
写作业，把手伸进书包时，我傻眼了——QQ糖安然无
恙地躺在书包里！哎，我这个“马大哈”！我真是哭笑
不得。 指导老师 许鲤燕

大海的故事永远讲不完，因
为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书，就是一本充满哲理的诗集。

——题记

翻开《红贝壳的秘密》这本
书，我尽情遨游在书海中，徜徉在
一个个秘密里。这本书不仅红贝
壳有秘密、大海有秘密，就连这本
书也是一个秘密……

这本书通过故事侧面反映了
环保主题，加入主人公对云叔的
情感，增强了小主人公和大海的
关联，让人与海洋的情感具象化，
也更加细腻地将人与海洋的纠葛

和牵绊的情感表达出来，更加突
出人与大海的关系是密不可分
的！

大海是我们的好朋友。每每
站在海边，遥望那海天一线，海
风轻拂过我们的脸颊，所有的烦
恼与忧愁都会在那一刻化为乌
有。我们的心灵都仿佛被重新洗
涤了一遍。海洋，是人类生活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过度捕杀鱼
类、投放工厂污水……这些因我
们的一时贪婪而引起的环保问题
正在不断困扰着我们的生活。难
道我们真的要像文章的结局那
样，才肯罢手吗？难道我们真的

要将海洋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
去，才肯罢手吗？

人与大海的关系，是一场跨
越时空的对话，它关乎生存、探
索、反思与未来。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人们能
发自内心地去呵护大海，与大海
并肩携手共同打造美好的未来。
我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能
够以更加谦卑和敬畏的心态，与
大海共同书写一段新的篇章。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人与大
海那古老的对话焕发出更加浓厚
的情感和蓬勃的生机！

指导老师 姚晓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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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自己制作的花灯散发着温暖
的光芒，我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小记者曾钰雯
这次活动让我对传统节日有了更

深的理解，花灯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
一种文化的象征。 小记者黄梓芳

当看到自己制作的花灯挂在展示
区时，我感到无比自豪。这次活动不仅
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能力，还让我领略
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小记者陈如仪

这次活动让我明白，传统文化就在
我们身边。我们要积极参与，将其传承
下去。 小记者曾俊扬

多彩花灯进校园 传统文化润童心
元宵节一过，晋江学子迎来了春季开学。孩子

们手持各式自制的花灯返校，校园内张灯结彩，处

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传统佳节与新学期的

碰撞，擦出了别样的火花。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通讯员
肖雅坤）近日，晋江安海西边小学开
展“花灯映梦 校园绽彩”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孩子们将寒假制作好的花
灯带入校园，开启了一场美轮美奂的
花灯展览。

校园的走廊、南音亭挂满了花灯，
一盏盏独具匠心的花灯争奇斗艳。有
的花灯造型古朴典雅，有的则融入了现
代元素，科技与传统碰撞出别样火花。

展览期间，学生们欢快地穿梭其
间，观赏着这些精美的作品。他们时
而驻足凝视，惊叹于花灯的精巧工艺；
时而相互交流，分享着自己的感悟与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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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通讯员 杨莹莹 高雅娟）
日前，晋江安海坝头小学小记者站开展拔甘蔗活动，带领
小记者走进学校附近的甘蔗地，开启行走中的课堂。

当日，迎着阳光、带着笑脸，小记者们从校园快乐
出发。“哇，甘蔗长得比我还高！”“甘蔗身上一节一节
的，好像楼梯。”“甘蔗叶子好长呀，摸起来还会扎
手。”……走进长势茂密的甘蔗地里，小记者们激动地
欢呼。在村民的讲解下，小记者通过观察和触摸，了解
了甘蔗的特征、生长环境及种植过程。

随后，小记者们走进地里，挑选心目中的“甘蔗
王”，好好地体验了一把拔甘蔗的乐趣。“这个甘蔗好甜
呀，那个也很好，我们一起把它拔下来吧……”小记者
们互帮互助，丰收的喜悦弥漫着整个甘蔗地。

一根甘蔗，让小记者们一起学习、探究、成长。他
们在“蔗”里吃、在“蔗”里玩、在“蔗”里学，了解了很多
关于植物生长的秘密。

坝头小学小记者
体验拔甘蔗 享受劳动喜悦

/ 小 / 记 / 者 / 作 / 品 / 选 / 登 /

人与大海

黄予暄（晋江安海龙山小学六年1班）

当冬日的寒意渐渐褪去，春风迈
着轻盈的步伐，悄然踏入我们的校园，
为它披上了一层生机勃勃的春装。

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
片宽阔的操场。操场上，绿油油的足
球场格外引人注目。嫩绿的小草从
土里探出头来，它们挨挨挤挤，在微
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
泛起层层涟漪，又像是在为即将到来
的足球比赛欢呼雀跃。课间时分，同
学们像欢快的小鹿一样飞奔到操场
上。有的在足球场上尽情奔跑，追逐
着滚动的足球；有的在跑道上奋力冲
刺，挥洒着青春的汗水；有的在踢毽
子，五彩的毽子在他们的脚上欢快地
跳跃，如同一只灵动的小鸟；还有的
在追逐嬉戏，尽情释放着青春的活
力。

沿着主路往前走，便能看到教学
楼中间的得真园。葱郁的树木舒展着
繁茂的枝叶，投下一片片清凉的绿
荫。细长的柳枝随风轻舞，似在与春
风私语；苍劲的大树则如忠诚的卫士，
静静守护着这方小天地。

教学楼后面，那一棵棵樱花树宛
如一群身着粉裙的少女，亭亭玉立。
满树的樱花，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露
出嫩黄色的花蕊；有的还是花骨朵儿，
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微风
拂过，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好似
下起了一场浪漫的樱花雨，给地面铺
上了一层粉色的地毯。

春天的校园，不仅景色迷人，还充
满了浓浓的书香气息。教室里，同学
们正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他们的
眼神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琅琅的
读书声从教室里传出，回荡在校园的
每一个角落，仿佛是一首美妙的乐章。

春天的校园，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是一首动听的歌谣，是一篇充满希望
的诗篇。它承载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记录着我们的成长足迹。我爱这如诗
如画的春天，更爱这生机勃勃的龙山
小学！ 指导老师 黄绣蓉

春天的校园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
书——《我们班的数学日记》。

《我们班的数学日记》是少儿数
学作家卢声怡的作品。他当了二十
多年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喜欢阅读
和琢磨数学的人，时常把数学科普
书、创意课课案的内容加入课堂，有
的写成故事。让每个孩子喜欢数学
的程度都提升一个等级：讨厌数学
的变得不讨厌数学，喜欢数学的变
得更喜欢数学。

整本书是以“班级学习日记”的
形式写成的，记录了一个班级的全体
孩子在小学阶段发生的数学学习故
事。以学生的视角介绍了从小数运
算到分数世界，再到立体几何的奥
秘，每个知识点都跃然纸上。这些日
记不仅加深了我对数学的理解，更让
我看到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青龙辞旧岁，金蛇迎新春。舅
舅的甜品店迎来了它的三周年庆
典。为了庆祝这一特殊时刻，他特
意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装饰精美的

12英寸蛋糕，准备与到场的顾客们
一同分享。这个蛋糕不仅外观诱
人，而且口感细腻，让人垂涎欲滴。

随着店庆的进行，舅舅首先想
到了传统的“我先你选”的方法，可
是这种方法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可
能并不适用，因为很难保证每个人
对蛋糕的偏好和期望份额都相同。
此外，如果直接按照人数平均分配，
又可能会因为蛋糕的形状和大小差
异而导致不公平。正当舅舅苦恼
时，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案，将蛋
糕看作一个整体，按照人数平均分
配，直到所有人都得到自己的份额
为止。顾客们依次上前切割，最终，
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心仪的蛋糕份
额，庆典也因此达到了高潮。

通过运用数学逻辑和思维方
法，我们可以解决许多看似复杂的
问题，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有
趣。现在我要把《我们班的数学日
记》推荐给大家，让数学的妙趣永远
传递下去。 指导老师 黄艳妮

数学的妙趣

陈思语（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
学六年1班）

一束阳光，穿过云层，拨
开雾霭，来到了窗前，照拂着
一株小兰花。花下，是一片泥
土，一个小世界，更是一节别
开生面的课堂。

在窗前的我，一边给小兰
花浇水，一边欣赏着。只见叶
片厚实温润，花儿紫白相间，
小巧玲珑。欣赏得正出神时，
兰花下的两个小身影吸引了
我的注意。

“咦？这是……”我看了
看，是两只小蚂蚁，它们被困
住了。种兰花本身就需潮湿
的环境，再加上我刚浇了水，
这两个小家伙浑身湿漉漉的，
被水粘在了盆里。我想拿牙
签帮帮它们，将它们挑出。刚
拿来一根牙签，就发现一只蚂
蚁挣扎着，前两对足不断发
力，才勉勉强强地将身体拖行
了一小段距离。我本以为它
获得了新生，该谢天谢地地从
干爽的路回蚁穴了，可它却在

原地走了几圈，毫不犹豫地往
它刚刚脱离了危险的地方
走。“这咋回事？”我摸不着头
脑，不过一会儿便有了答案
——它是回去找它的同伴了。

我不禁有些动容，看看它
义无反顾地奔向同伴，用自己
的大颚咬着同伴，将同伴抬
起。终于，它的同伴也脱离了
困境。它们两对触角相碰，轻
轻摇摆着，似乎一个在担心，
一个在感谢。看到这一幕，我
的心似被一根琴弦拨动，不禁
想起了不久前与小伙伴发生
了矛盾，明明双方都没做错，
可只是因为要争个输赢，唇枪
舌剑，吵得不可开交。归根结
底是我们不够团结，又气量太
小。我们要好好反省自己，向
小小的蚂蚁学习，团结的力量
总是一加一大于二，用团结闯
出精彩。

两只蚂蚁在阳光下爬走
了，却给我上了一节课，留下
了一份警醒，让我带着团结迎
接每个明天。

指导老师 吴红柿

生活处处是课堂

QQ糖失踪以后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通讯员 黄绣蓉 洪美苏）

“哇，这个花灯真有创意，好
喜欢！”“看到我的作品了，挂
在第一个呢。”新学期伊始，
晋江安海龙山小学“我们的
节日·元宵”花灯制作展览评
比活动拉开序幕，现场洋溢
着浓浓的年味，吸引了众多
孩子热情参与。

寒假中，同学们发挥创
意，用灵巧小手制作出形态
各异的花灯。有的用废纸
盒、矿泉水瓶、红包壳等材
料制作出了造型独特的环
保花灯，有的则运用扭扭
棒、丝带、木棒等材料打造
出了充满古典韵味的精美
花灯……回到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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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盏盏花灯装扮
着校园，既弘扬了传
统文化，又为新学期
增添了喜庆氛围。
通过活动，孩子们
不仅体验了动手制
作的乐趣，也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小记者感言

通过活动，我体会到了做花灯的快
乐。手工制作花灯，看着简单，实则每一
步都需要去思考。用自己双手做出来的
花灯，怎样都很好看。

林子萱（三年2班）
学校里悬挂着各种各样的花灯，令

人目不暇接。一阵风吹过，灯笼轻摇，光
影斑驳，如梦似幻，美妙动人。

鲍少滨（四年3班）
这次活动，我做的花灯被选中展示，

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豪感。一
个小小的花灯，承载了我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 吕宜霖（四年2班）

小记者感言

那一排排甘蔗如同绿色海洋，在微风中摇来摆去，
美极了。虽然拔甘蔗的过程有些累，但看到长长的甘
蔗，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原来，劳动这么快乐！

小记者刘伊雪
在甘蔗地里，我学会了怎样用力拔甘蔗。看着手

中的甘蔗，我感受到了农民们的辛苦，以后更要珍惜
食物。 小记者许冰洋

这次拔甘蔗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一次身体力行的
劳动，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让我对劳动有了全面的
理解。 小记者王君浩

拔甘蔗时，我一开始拔不动，后来和小伙伴一起合
作，终于成功了！我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

小记者王佳鸿

小记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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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静（晋江内坑潘厝小学六年1班）

冯宸宇（晋江安海西安小学四年2班）
指导老师 张彬彬

吴佳纹（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五年11班）

柯祺炜（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五年1班）

古早味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更是一种工匠精神的
传承！ ——题记

从清晨的花生汤到深夜的面线糊，从节日特有的
润饼到日常随见的海蛎煎……有的是久居深巷的老字
号，有的是大排长龙的古早味，这些令人应接不暇的闽
南地道美食不但抚慰着人们的肠胃和心灵，也沉淀出
岁月的馨香。

从爷爷那辈起，我们家就经营着手工制作古早
味——贤清饼，这是一种传统的喜饼。十里八村哪
家哪户有喜事，总会到我家预定“贤清饼”送给亲戚
朋友，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每逢旺季，我们家里的古早味作坊就夜以继日地
忙碌着。制作贤清饼的整个流程是纯手工，每道工序
都需要严格把关。原材料绿豆需要反复地研磨、蒸煮、
搅拌才能出精品。爸爸每天都在高温的环境中专注地
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有一次，旁人看他累得像陀螺一样仍不停手，就不
由自主地劝道：“差不多就行了，反正少磨几下也是馅。”
爸爸擦了擦汗，斩钉截铁地说：“少磨几下我是轻松了，
可少掉的是质量和信誉呀！”说完，他又继续耐心地重复
着枯燥乏味且吃力的动作，直到拌出细腻、滑润、喷香的
馅料才肯罢手。看着爸爸那汗流浃背的身影，我不禁湿
润了眼眶：正是因为有着像爸爸这样一丝不苟、坚持精
益求精的工匠人，古早味的香气才能历久弥新。

现在爸爸坚守着家里的饼业，我也把每一步都要
讲究的嘱咐带到了学习中。写好每一个字、算好每一
道题……人生要认真对待每一步，因为步步都算数。

古早味，延续在人间烟火中，一如既往地繁忙，一
以贯之地坚守。时光在慢慢沉淀，而古早味中坚守的
这份责任，正成为一种独特的气质走向未来。

指导老师 蔡婉婷

古早味里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