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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小记者 翁瀚霖（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

近日，晋江经济报社组织晋江少年探访厦门
大学。在厦大学长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解这座
美丽名校，种下名校种子；前往陈嘉庚纪念馆，探
寻知名华侨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

初入厦大，八闽园便以其独特魅力迎接着我
们。园内建筑风格各异，古朴典雅，仿佛是八闽大
地的微缩版。漫步其中，我仿佛穿越时空，触摸到
历史的温度，感受到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芙蓉湖水波光粼粼，两只黑天鹅在翩翩起舞，为宁
静的校园增添灵动。湖对岸，德望图书馆宛如知
识的灯塔，照亮厦大学子的求学之路。站在湖边，
望着图书馆，我心中涌起对知识的渴望，仿佛能感
受到那些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的身影，他们正用
青春书写属于自己的华章。

午餐时，我们走进厦大食堂。这里饭菜种类
繁多，色香味俱全，闽南特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
同学们围坐一起，分享美食，交流感受，欢声笑语
回荡在食堂。这顿饭不仅满足了味蕾，更让我感
受体验了大学生活。

此行的第二站来到了陈嘉庚纪念馆。我了解
到，他曾经倾尽家财兴办教育，为国家培养无数栋
梁之材。站在陈嘉庚雕像前，我感受到强大的精
神力量。陈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和教育理念，如
同一座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这次活动让我对大学生活充满期待，也让我
明白，未来之路需用知识和汗水去书写。我将以这
次研学活动为起点，努力学习，向着梦想奋勇前行。

小记者感言
听完陈嘉庚生平事迹，我深受震撼。我要学

习陈嘉庚先生身上的优秀品质，立志成为一名三
观正、品行优的好学生。

刘子辰（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
我们不仅探访了厦门大学，还参观了陈嘉庚

纪念馆。这一天的经历像一本有趣的故事书，每一
页都写满了新奇和收获。

苏滢惜（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
这次的厦门大学之旅，我不仅漫步于校园优

美的环境中，更感受到了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
激发了我更高的学习目标，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
成长。 黄振恩（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踏入厦门大学的那一刻，我便被其优美的校
园环境所吸引。这里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一
处充满人文关怀和艺术气息的胜地。漫步其中，
我仿佛能感受到无数厦大学子在这里追求真理、
实现梦想的坚定步伐。

黄星瑶（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一走进厦大，我便被校园里的八闽园吸引，在

厦大学长的讲解中，我逐渐了解它的“全貌”。随
后学长分享了他的学习心得，我都认真记下了，希
望自己未来也能考进这所美丽的高校。

杨淏宇（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
此次活动，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学霸们分享

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让我掌握了许多有效的学
习技巧，使我的思维变得更加灵活。

罗诗雨（晋江紫帽紫星小学）
厦大学长告诉我们，他的学习生涯是在披星

戴月中度过的。他说现在的努力学习，都是为将
来实现梦想打基础，只有努力打好基础，才有实现
梦想的底气。 方越晗（晋江梅岭心养小学）

指导记者 阮芳菲 董严军

跟着学长游厦大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董严军）春
风轻拂，万物复苏。近日，本报组织25名
小记者走进泉州市泉港区甜村研学实践
基地，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之旅。
活动中，小记者们采摘圣女果、制作非遗
糖画、收割甘蔗……深入感受了乡村文化
的魅力，并享受了劳动的乐趣与丰收的喜
悦。

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小记者们手提
竹篮，步入圣女果采摘园，饱满果实如琉
璃珠般缀满藤架，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拇
指食指捏住果蒂，轻轻一旋！”随着教官示
范，一双双小手在枝叶间翻飞。没过多
久，果园里便传来了阵阵欢呼声。“哇，我
摘到了一颗又大又红的圣女果！”“看，这
颗黄色的好漂亮！”……小记者们兴奋地
展示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随后，小记者们将自己亲自摘的果实
串成糖葫芦，糖浆在铁锅翻涌出琥珀色的
气泡。“黄冰糖要熬到160℃才能挂霜！”在
教官的科普声中，晶莹糖衣包裹住果实。
品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劳动果实，小记者

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紧接着，糖画制作环节开始了。小记

者们跃跃欲试，期待着糖液在自己的手中
幻化成精美的图案。只见晋江市科创实
验小学小记者柯羽涵灵巧地操作着，一只
栩栩如生的小兔子便跃然板上。她兴奋
地分享道：“真的很有趣，看着自己手中的
小兔子，我感觉特别满足！”

午饭后，小记者们的脚步又踏向了甘
蔗田。在广阔的田野中，他们亲手收割甘
蔗。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小记者王楚涵
手拿镰刀，斜切入甘蔗根部。“咔嚓！”高高
的甘蔗应声倒地。“我最喜欢砍甘蔗了！
虽然有点累，但看到手中的甘蔗，我觉得
特别有成就感！”她边擦拭额角汗珠，边说
道。

活动尾声的独轮车竞技将气氛推向
高潮。在蓝天白云下，小记者们被分成两
队，积极参与独轮车比赛。“加油！”“保持
平衡！”此起彼伏的呐喊中，晋江市第二实
验小学晓聪校区小记者杨铭杰组率先冲
线。杨铭杰红扑扑的脸庞上，汗水与笑容

同样闪亮：“我们组赢了！这离不开我们
每个人的努力和团队的协作！”

此次甜村研学之旅，让小记者们收获
了满满的知识与快乐。他们不仅领略了
乡村文化的魅力，还体验了劳动的乐趣与
艰辛。在欢声笑语中，他们度过了一个难
忘的春日。

小记者感言
我最喜欢砍甘蔗的环节了。我们手

拿镰刀，在教官的用心指导下，把甘蔗砍
了下来，旁边的小记者都在为我们加油呐
喊。最终，我们一起品尝了甘蔗的甜蜜，
也深感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

黄奕婷（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
小时候，我吃着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

时，心里总会冒出一个小问号：冰糖葫芦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次，我来到秀
溪村这个甜蜜的村子，既一睹村中美景，
又亲自体验了制作冰糖葫芦的乐趣，收获
了满满的快乐和成长。

颜以宸（晋江安海西安小学）

摘圣女果、砍甘蔗、做糖画……

小记者甜村之旅乐趣多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通讯员 蔡雅
云）近日，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的小记
者们迎来了 2025年春季首场研学活动。
小记者们巧手制作了糖画，与舞狮互动，领
略了闽南建筑文化、姓氏衍派的独特魅力，
并亲手DIY了姓氏牌匾。

活动伊始，小记者们来到了糖画制作体
验区。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兴致勃勃地学
习如何勾勒图案。只见小记者们手持糖勺，
小心翼翼地在石板上勾勒出各种造型，蝴蝶、
兔子、龙……一份份栩栩如生的糖画作品在
小记者们的手中诞生，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
香气，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随后，小记者们观看了精彩的舞狮表
演。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声，两只威武的狮
子腾挪跳跃，时而威风凛凛，时而憨态可
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小记者们的阵阵掌
声。表演结束后，小记者们还踊跃参与红
包祝愿互动，把红包塞到狮子口中，祝愿自

己在新学期有个新启程，亲身体验传统民
俗文化的魅力。

最后，小记者们来到了姓氏文化馆，了
解了自己的姓氏起源、衍派和家族故事。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还亲手制作了属于
自己的姓氏牌匾。小记者们认真书写，精
心用石头组成自己的姓氏牌匾。一块块精
美的姓氏牌匾在小记者们的手中诞生，大
家对自己的姓氏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小记者感言
老师娓娓道来建筑的奥秘，我了解了

“衍派”和“传芳”姓氏的不同概念，感悟到
了闽南姓氏文化的深厚底蕴。

王英达（五年1班）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将红包投入步伐

矫健的舞狮口中，惊喜于这传统仪式的热
烈与吉祥。制作糖画时，我的双手随师傅
灵巧地挥舞，糖浆化作了栩栩如生的兔

子。 王思涵（六年1班）
在这场活动中，我了解了姓氏的起源，

实在太神秘了，我们还用一粒粒小石子制
作成自己的姓名牌匾，满载而归。

王钰琳（五年2班）
舞狮跟我平常见的不一样，它居然还

会吃下我的“祝福红包”。老师还带我们去
做了糖画、跟我们讲解了姓名的来历……
通过这次研学，我更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 罗宇辉（四年2班）

我印象深刻的是舞狮环节，只见几个
小伙子化身“狮子”，上蹦下跳，实在太厉害
了，瞬间引爆观众席，我们都沉浸在非遗的
美妙中。 王垚璋（六年1班）

我们亲手体验了制作糖画的过程，用
勺子绘出优美的图案，特别新鲜有趣。我
们还欣赏了舞狮表演，感觉他们好厉害，能
那么灵活地跳跃，非遗太让我震撼了。

王以彤（六年3班）

本报小记者 沈立学（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

2月 16日上午，晋江市第四实验小
学、灵源华林小学小记者走进晋江市博
物馆，观看灵蛇献瑞——乙巳蛇年生肖
文物大联展，并巧手制作金箔画。

刚进入博物馆，灵蛇献瑞——乙巳
蛇年生肖文物大联展就深深吸引了我。
展厅里的文物琳琅满目，透过蛇形玉佩
温润的光泽，我仿佛能看到古人对蛇图
腾的崇拜；还有精美的蛇纹瓷器，细腻的
纹路中蕴藏着不同时代的审美与工艺。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任务卡，上面的
问题引导着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文物。从
它们的材质、造型到背后的寓意，每一个
细节都不放过。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
才发现，原来蛇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象

征意义竟如此丰富，有的代表着智慧，有
的寓意着生命力，真是太有趣了。

紧接着便是“烧箔成画”环节。工作
人员耐心讲解制作步骤，先要用胶水在
纸上精心描绘出想要的图案，胶水线条
就像为画作打下的基石。等胶水稍干，
再小心翼翼地将箔纸覆盖上去，确保每
一处都贴合紧密，这一步可得十分细致，
不然就会出现气泡影响效果。等箔纸与
胶水充分接触后，就得去除多余部分，这
个过程就像给画作修剪多余枝丫，让作
品更加精致。我迫不及待地动手尝试，
一开始手还有些颤抖，胶水线条歪歪扭
扭，但慢慢地就熟练起来。随着多余箔
纸被清理干净，一幅充满新年气息的图
案完美呈现。看着自己亲手完成的作
品，心中满是成就感。

蛇年文化大揭秘

本报小记者探访博物馆

赏舞狮表演、DIY姓名牌匾……

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收获别样“开学礼”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若问这个春节最
火的是什么？莫过于《哪吒之魔童闹海》了。究竟这部
电影有何魅力，俘获了众多影迷？2月22日，本报组织
小记者亲子走进万达影城，观看春节档热门电影《哪吒
之魔童闹海》，为国产动漫助威。

虽然春节已过，电影院里依旧是满满当当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而
来，当中还有不少人已是二刷、三刷。影厅里随处
可见哪吒的元素，小记者们拉着爸爸妈妈在展板前
拍照留念，兴奋地交流着对哪吒这一经典角色的认
知与期待。

下午 2时 30分，随着影厅灯光逐渐暗下，大屏幕
上的光影开始流转，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悄然拉
开序幕。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承接了《哪吒
之魔童降世》的剧情，讲述了哪吒与敖丙在天劫
之后的故事。随着剧情的深入，哪吒与敖丙共同面
对命运的挑战，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让小记
者们时而紧张、时而感动。

不仅如此，观影过程中，小记者们还被影片中的精
彩打斗场面、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深刻的主题内涵所震
撼。哪吒与敖丙并肩作战的英勇身姿、李靖夫妇对哪
吒深沉的爱，以及哪吒最终选择勇敢面对自己命运的
决心，都让小记者们深受触动。

144分钟的观影，小记者们仍有些意犹未尽。在
他们看来，这次观影经历不仅让他们领略了国漫的魅
力，更让他们学会了勇敢与努力。

小记者感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掌中宝，是父母精神的寄

托，哪吒亦是。当看到哪吒的妈妈化为一颗仙丹时，
我忍不住落泪了，不禁联想到我平常总是对妈妈的
唠叨表示厌烦，以后我要多听妈妈的话，经常和妈妈
聊天，说心里话。

黄雪芬（晋江内坑柑市中心小学）
这部电影，让我感受到了殷夫人对哪吒深深的

爱，穿心咒连铠甲都可以刺破，而殷夫人就这么抱
上去了。更令我感慨的是哪吒与敖丙的友谊，是如
此深厚。 林雅晴 (晋江内坑柑市中心小学)

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哪吒身上的那股子韧劲，
深深地鼓舞了我。我也要向他学习，在面对各种困难
时有披荆斩棘的勇气。

黄诗丞(晋江内坑柑市中心小学)
看完电影，我感受到了勇敢、坚定和友谊的重要

性。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要以哪吒为榜样，勇敢面
对生活中的挑战，坚持不懈追求自己的梦想，珍惜身边
每一个朋友。

李君豪（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
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一位人生导师，教会

了我许多道理，让我明白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从
现在起，我要学习哪吒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战
胜一切困难。

刘晗烨（晋江安海西安小学）

“少年似火，何惧风浪”
本报小记者感受国漫魅力

吴思羽（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五年5班）

大家好，我是吴思羽，来自晋江灵源灵
水中心小学五年5班。我热爱生活，钟情于
美术、手作，专注于书法，也享受跳舞及运
动。加入小记者队伍，是我成长路上的宝贵
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写作能力有了提
升，见识也增长了许多，还看到好多美景。

小记者感言

这次活动太有趣啦！看文物、完成任务
挑战，还体验了“烧箔成画”，我收获满满，盼
着下次还能参加这么棒的活动！

陈欣卉(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
精美的文物、好玩的“烧箔成画”，传统

文化原来这么酷，真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活
动！ 黄奕婷（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

在本次活动中，我知道了许多关于蛇的
知识，比如在古代，明清高级官员的礼服常
常绣有蛇的图案，象征着威严与贵重，这种
衣服叫蟒服。 陈嘉林（晋江灵源华林小学）

我们体验了金箔画的制作，让我对非遗有
了更深的认识。当完成作品时，我心中充满了
成就感。 郑劭源（晋江灵源华林小学）

指导记者 蔡红亮

晋江少年共赴春日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