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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铭钏（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五年1班）

晨光微醺时，我背着书包跑过路口。暗红
色的木棉花砸在青石板上，像天空遗落的胭脂
盒。这时，妈妈追出来，把温热的饭团塞进我
掌心。飘落的花瓣跃进她挽起的袖口，在纯白
的棉纱衣上洇出了点点朱砂。

小时候，我和妈妈常常住在外婆家。每到
午饭时分，桌上会摆放着各种美味佳肴，看着
就叫人嘴馋。妈妈总会把鲜美的鱼肉、肥美的
九节虾和酱香四溢的瘦肉使劲地往我的碗中
塞，转而把鱼头和虾头夹到自己碗里。我疑惑
了：“妈，你为什么只吃鱼头和虾头啊？”“因为
这些有营养啊！”“真的吗？”我又好奇又惊讶，

“我也想吃一口。”妈妈却神秘地眨了眨眼笑着
说：“鱼头和虾头是小孩子不能吃的。”这时，院
子里的木棉花大而鲜艳，红得纯粹，红得热烈。

直到我上了幼儿园，有一天，我问幼儿园

老师：“老师，我妈妈吃饭时喜欢吃虾头和鱼
头，它们真的那么有营养吗？”老师把刚要脱口
而出的话悄悄地“咽”了回去，她摸了摸我的
头，说：“是的，虾头和鱼头十分营养。”我信以
为真。

上了小学的一天，我在图书馆翻阅了一本
《百科全书》。阅读后，我才知道鱼头是鱼身上
骨头最多的部位，也是最没有营养的部位；虾
头上有少量的重金属和污染物，吃多了对身体
不好。直到那时，妈妈的那一句“谎言”才被揭
穿……

微风拂过，木棉花轻盈旋落。我伸出手，
接住其中一朵。花瓣柔软而细腻，仿佛还带着
一丝丝的温暖。我轻轻地抚摸着这朵木棉花，
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敬意。

心中的那朵木棉花，以炽热的姿态，晕染
了我生命的每一处角落！

指导老师 蔡婉婷

心中的木棉花

张紫涵（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10班）

在我的老家，有一块不大却生机勃勃的菜
地，它宛如一颗镶嵌在平凡生活里的绿宝石，
承载着我无数的欢乐与回忆，是我心中无可替
代的乐园。

那块菜地约有半个教室大，里面种满了蔬
菜。各类蔬菜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有序地生
长着，仿佛在进行一场热闹的聚会。瞧，那刚
被拔出来，还带着些许泥土的土豆别提有多诱
人了；豆荚绿油油的，胀得鼓鼓的，似乎马上就
要裂开一样。菜地四周，围着一根根泛黄的篱
笆，上面爬满了牵牛花。一朵朵美丽绽放的牵
牛花就像一个个小喇叭，表演着一场盛大的音
乐会。

菜地里不仅有赏心悦目的景色，更有许多
趣味横生的事。有一次，一只小鸡越过篱笆，
来到了菜地里。我暗叫不好：啊！千万别把我
最爱吃的白菜给啄了！它踱着方步，不停向周

围张望，像在巡视。我猫着腰，蹑手蹑脚地靠
近它。顿时，菜地里安静得连一根针掉下来的
声音都听得见。可就在我即将抓到那只鸡时，
突然，“咔嚓”一声传进了我的耳朵，把我吓了
一跳。我下意识地低头一看，不好，我踩到了
一根树枝！小鸡猛地一回头，发现了我。它大
惊失色，一下子蹿上了旁边的一棵树，又用两
个小眼挑衅地看着我。我捡起树枝吓唬它，它
立即从树上飞了下来，一路狂奔。我一看，赶
紧在后面使足吃奶的劲儿追赶……我们就这
样鸡在前人在后，你跑我追了起来。后来，这
只鸡只要一见到我就绕道。

老家的菜地，这片小小的天地用无尽的绿
色、有趣的劳作和满满的收获，为我带来了欢
乐与满足。它是我童年的乐园，是我心灵的栖
息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都将永远在我心
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
段旅程。

指导老师 张春茹

我的乐园

林宇翔（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五年6班）

风吹过安海，我的思绪又飘回了那个
令人心旷神怡的古镇。记忆中，这个小镇
风光旖旎，美食五花八门。这些美食里，我
最热衷的还是那一碗温暖的牛肉羹。

每当我馋嘴了，爸爸就会带我去安海
一家很有名气的牛肉羹店。店主大娘、大
伯每天清晨四五点就起床开店。还没走进
店里，店主大娘就会热情地吆喝：“你要这
里吃还是打包？”

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这家店的食客如
云，座无虚席。好不容易找了个空位坐下，
一场味觉的盛宴便开始了。先捞一些姜，
舀一点汤，吃入口中袪散早晨的凉意；然
后，再捞一块牛肉羹，就着葱下肚，味道浓

郁，肉香四溢；最后，还可以将淋了酱油的
油条泡点汤，一口咽下，饥肠辘辘的肚子感
到满足。

店里不单有油条，还有许多闽南特色
小吃，比如咸粿、麻糬……其中，我最钟爱
咸粿。它外形酷似一个小甜甜圈，就着牛
肉羹吃，甜中带咸，实属店中的美食“二把
手”！

烟雾缭绕中，一碗碗牛肉羹出锅、上桌。
饱腹的同时也带给食客味觉上的享受。吃在
嘴里，美在心里，令人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赞
一句“特”（闽南语,很棒的意思）。

我想，那牛肉羹锅上弥漫的缕缕香气，
便是安海镇的烟火气，也是安海人一直守
护的家乡的味道！

指导老师 苏毓绮

李昱晨（晋江内坑潘厝小学六年1班）

这天，我们去到农场的稻田捕鱼。
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水田边。同学们吵

吵嚷嚷的，这个说一定要抓上四五条鱼，那个
嚷着说要抓上七八条……

同学们都脱了鞋，赤着脚，小心翼翼地准
备下水田。大家的双眼像扫描仪似的，贪婪地
在水田上搜索着鱼儿的踪影。几个同学打头
阵，拿了桶就兴冲冲地跳下了水田，结果摔了
个“狗啃泥”。看到这一幕，其他同学都大笑起
来。有了这几个同学的教训，走在后面的我们
更加小心翼翼。

水面上看不到鱼，在水田里行走也十分
不便，所以抓鱼的难度很大。我们搜寻了好
久，都没有一个人抓到鱼，我们士气大减，甚
至有人说这里根本没有鱼。可我始终记得教
官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有收
获！这时，老师提醒我们要把水田搅得更浑
浊，好让鱼儿浮出水面。我们听了都费劲地
在水田奔走，如同千军万马，不一会儿，果真

有鱼儿现身了。“在这里，快抓住!”水田里传
来一阵阵叫喊声。

“抓到了，我抓到了！”循声望去，满脸污
泥的小伍和小鲲一起抓着一条大鱼正在欢
呼呢！大家重新看到了希望。小杨整个人
直接扑到水中，吓得鱼儿们疯狂逃窜。果
真，不一会儿，他抓到了一条鱼，他的“花猫
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后来，好多同学
陆续抓到鱼。

“那里，在那里！”有人手指着一条正在游
动的鱼。我见了，急忙跑到那儿，把桶放下去，
拦住它的去路。那鱼儿丝毫没有注意到我设
下的陷阱，“咚”的一声撞到我的桶里。我眼疾
手快，把桶一提，只见一条大鱼在我桶里惊慌
地扑腾，溅了我一脸的泥。我抹了一把脸，兴
奋地叫道：“哈哈，我也抓到鱼啦！”

那天，我们抓了很多条鱼，还打破了农场
“稻田捕鱼”这一项目的最高纪录。大家都舍
不得上岸。看着身边一个个“泥人”，我们都情
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指导老师 姚晓瑶

“浑”水摸鱼 古镇旧街老味道

陈若诗（晋江安海桥头中心小学五年1班）

当你双眼看不到时，你会想什么？这天，
心理老师就让我们体验了一把“盲行”。这次
体验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心灵深处
那扇关于理解与成长的大门。

当我被蒙上双眼，瞬间，黑暗如潮水般将
我紧紧包围，恐惧和无助也接踵而至，迈出的
每一步都充满了犹豫。我像一只迷失方向的

小船，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不知道前方等待我
的是什么。就在我满心惶恐的时候，一只温暖
有力的手握住了我，那是充当我“拐杖”的小伙
伴。他轻声地告诉我：“别害怕，慢慢走，前面
有个小台阶，抬腿。”在他的指引下，我小心翼
翼地跨过了障碍，心也逐渐安定下来。那一
刻，我深深体会到身处黑暗中的人是多么渴望
得到帮助，而他人的一点善意，就能成为照亮
黑暗的明灯。

而轮到我当“拐杖”时，在刚体验过“盲人”
茫然的时刻，我深知“拐杖”的重要性。于是，
我紧紧握住“盲人”小伙伴的手，带着他绕过一
个个障碍物，穿过狭窄的通道。每一次提醒、
每一次耐心的等待，都让他原本紧锁的眉头慢
慢舒展开来。当顺利到达终点，听到他那一声
真挚的“谢谢”，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涌上心
头，这种快乐比我考了满分还强烈，原来帮助
他人能如此令人满足。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陷入“黑暗”，会有
迷茫无助的时候，但只要有人伸出援手，我
们就能找到前行的方向。而当他人身处困
境，我们主动给予帮助，不仅能驱散他们的
阴霾，自己也能收获满满的幸福。“盲”不可
怕，只要心中有爱，就永远不会“茫”，我愿带
着这份温暖与力量，在成长路上坚定地走下
去。

指导老师 林齐媚

“盲”而不茫

王勋豪（晋江安海西安小学五年1班）

暮色像一杯打翻的焦糖奶茶，将巷口染
成暖金色。我背着书包拐过街角，忽然被一
阵醇厚的豆香勾住脚步——那家新开的豆
浆店，玻璃橱窗上贴着“扫码支付”的二维码
贴纸，老式霓虹灯在暮色中忽明忽暗。

店主是一位戴老式机械表的老爷爷，
藏蓝围裙口袋里露出半截计算器。他的银
发修剪得很短，在夕阳下泛着珍珠光泽，眼
角的皱纹像二维码般细密，笑起来时会变
成温暖的漩涡。

“小同学，来一杯？”他抄起搪瓷缸，用
竹勺在保温桶里画着圈。

“好！”我正扫码支付时，余光瞥见保温
桶里整整齐齐码着二十多个卡通保温杯，
每个都贴着姓名贴和卡通贴纸。

“这些是给巷尾托管班的孩子们准备
的。”爷爷看出我的疑惑，“他们父母在附近

上班，要晚些才下班。”
说话间，几个孩子蹦跳着进来。“张爷

爷，今天的阅读打卡任务完成啦！”一个男
孩举起练习本，上面盖着老师的小红花印
章。爷爷取出保温杯，每个杯子里都躺着
温热的紫薯包和玻璃瓶酸奶。

我捧着豆浆站在门口，看着孩子们围
坐在木质长桌前欣喜地吃着聊着……这
时，巷口传来电动车的铃声，几名家长陆续
停好车走进来。“张叔，又麻烦您了。”

爷爷从围裙口袋掏出薄荷糖分给孩子
们，说：“都是顺便的事。”他指了指墙上的
电子钟，“赶紧回家吧。”暮色中，家长们的
电动车尾灯连成温暖的光带，载着孩子们
驶向炊烟升起的方向。

晚风裹着豆香，石磨声与笑声在暮色
中流淌。我知道，这杯豆浆里藏着永不冷
却的温度。

指导老师 黄钡铃

暮色中的豆香

施涵（晋江龙湖强民小学四年1班）

天灰沉沉的，风呼呼地刮着。我漫步
在街道上。唉，因为最近测试中，作为尖子
生的我竟然出现失误。望着手中的试卷，
我十分沮丧，任由那刺骨的寒风鞭打着我
的肌肤，寒意侵袭我的身体。要是能让考
试重来，该多好呀！

忽然，我感觉身上多了一件大衣，抬头
一看，是妈妈！她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宝
贝，你怎么了？”见我没有回答，她又仔细看了
看我，瞧见了那张试卷，便默不作声了。

此时，我看见小草被大风刮得贴在地
上，连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小草都垂头丧气，
我的头垂得更低了。突然，妈妈打破了沉

默：“你看！”我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妈妈
手指的地方。哦，原来是一位身体残疾的
老爷爷，正颤巍巍地走着，可是他仍然和身
边的人有说有笑。

“老爷爷如此坚强乐观，我们更不该自
怨自艾。只不过一次考试，从哪里跌倒就
从哪里爬起来，下次认真考就行了。”妈妈
鼓励着我。我听了，心里豁然开朗，忍不住
扑哧一笑，说道：“妈妈，你说得真好！”“笑
笑多好呀，别总是苦着脸。”妈妈摸着我的
头说。

我抬起头来，发现阳光洒满了大地，风
儿变得轻柔了，身体也暖和了许多。是呀，
笑笑多好！

指导老师 许鲤燕

你是我的太阳

许垭焓（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五年3班）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专属于童年的柔软角落，那
里藏着的回忆，或璀璨如星，或温暖似阳，在岁月长河
中静静流淌，永不褪色。

小时候，父母总是为生活奔波，早出晚归。白天，
我大多与爷爷奶奶相伴。可爷爷奶奶也有自己的活
计，更多时候是太奶奶陪着我。太奶奶靠捡瓶子贴补
家用。每次她出门，我就像个小跟班，在她身后欢快地
玩耍。阳光洒在我们身上，那画面成了童年最美的风
景。太奶奶心灵手巧，闲暇时会编小小的竹篮，精致又
可爱，还能当作笔筒。我常饶有兴致地在一旁观看，偶
尔也有模有样地学上几招。

有一次，太奶奶好不容易攒了十元钱。在我满心期
待中，她用这些钱买了我最爱的水果。当她用那布满伤
痕、贴着创可贴的手，微微颤抖着把糖递给我时，我的心
被深深触动。那一刻，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一股暖流与
心疼交织，让我下定决心，要为太奶奶做点什么。

晚上，我把想法告诉了堂哥和堂姐，大家一拍即
合。我们把各自的零花钱汇总起来，给太奶奶买了一
件衣服。回家路上，我们仿佛手中捧着全世界最珍贵
的礼物，心中满是期待。

回到家，我们走进太奶奶的房间，把那件红色的、
带着“福”字的衣服拿给她。太奶奶嘴上推辞，眼里却
满是惊喜与感动，反复地看着，脸上洋溢着幸福。

那一刻，我懂得了爱是双向的奔赴。太奶奶用她
的方式给予我爱，而我们也在努力回应着这份深情。
这份童年的温暖会一直留在我心底，成为我生命中最
宝贵的财富。

指导老师 杨华丽

温暖的回响

蔡佳琳（晋江安海杏坛小学六年2班）

每当放学回家，推开家门的瞬间，我总能闻到一阵
香味。那是妈妈在厨房里施展“魔法”，是我小时候最
温暖的记忆。

妈妈的手艺可是出了名的，连经验老到的爷爷奶
奶都要谦虚几分。端午节时，妈妈用巧手包出一个个
美味的粽子；每临近冬至，家中餐桌上一个个小巧玲
珑、胜似白雪的汤圆儿总在引诱着我……

最让我难忘的是前年冬天，我在寒假时得了感冒，
爷爷奶奶做的饭菜过于重口味，见我总是胃口不佳的
样子，妈妈若有所思。

我走进厨房一瞧，妈妈正在灶台前忙碌着。原来，
妈妈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正准备炖鱼汤。只见妈妈将鱼
清洗干净，将鱼分成四块。接着把锅烧热，倒入少许
油。随着“噼里啪啦”的声响，鱼被轻轻放入锅中，瞬间
泛起诱人的金黄。妈妈拿着锅铲，小心地给鱼翻面。煎
好鱼后，妈妈加入适量的水，放入姜片、葱段，然后盖上
锅盖，小火慢炖。等待的时间里，妈妈也没闲着，一会儿
揭开锅盖看看鱼汤的成色，一会儿调整炉灶的火候。

不知过了多久，妈妈终于盛出一碗热腾腾的鱼汤，
端到我面前。奶白色的汤汁里，漂浮着鲜嫩的鱼肉和
翠绿的葱花，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我迫不及待地尝
了一口，那鲜香的味道瞬间在舌尖上绽放，顺着喉咙滑
下，温暖了我的整个身体。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
上最幸福的孩子。

厨房里的“魔法师”——我的妈妈，用爱与烟火烹
饪出百般滋味，不断地滋养着我和弟弟妹妹。

指导老师 林玲玲

厨房里的“魔法师”

孙颖（晋江安海西边小学三年3班）

“哗啦”一声，储蓄罐里的硬币尽数滚落桌面，每一
枚都被我摩挲得发亮。小区要为晋江特殊教育学校购
置益智玩具，这些攒了三年的零钱终于有了归处。

晨雾未散，活动区已铺满阳光。二十张课桌拼成
长龙，我踮脚挂上连夜画的海报：穿彩虹裙的鲸鱼正把
积木城堡吹向云端。诗诗摆出她缝制的布袋玩偶；爸
爸制作的闽南文化书签，把高甲戏、提线木偶等元素印
在上面，精致又好看。

“爱心义卖开始啦！”我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可往
来人群步履匆匆，诗诗攥着布袋恐龙的红尾巴，鼻尖沁出
细汗。我忽然瞥见隔壁婆婆买菜归来的身影，脱口唱起：

“天黑黑，欲落雨……”伙伴们心领神会地加入，诗诗马上
晃起装着硬币的饼干盒，“叮当”声踩着童谣的韵脚，在小
区上空回荡，大人们放缓了脚步，向我们摊位走来。

“快看这高甲戏脸谱！”高阿姨驻足细看闽南文化
书签，忽然掏出手机，对着手机说道：“老姐妹们快下
楼，这里有好物件！”转眼间，阿姨们围了过来，不住地
夸我们：“你们的爱心和创意都很棒，继续加油！”在高
阿姨的带动下，摊位前挤满了人。穿轮滑鞋的少年带
走最后一只布袋恐龙。

夕阳西沉时，硬币与纸币在捐款箱里相拥，捐款
箱沉甸甸的。我和小伙伴看着满是汗水的手，心里
充满了成就感。我仿佛看到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
收到玩具时，脸上绽放出的灿烂笑容。原来，一场小
小的义卖，也能像晋江的海浪一样，汇聚起强大的爱
心力量。 指导老师 黄珊湖

小义卖，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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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雅琳（晋江安海庄头小学五年1班）
指导老师 陈金禀

温芯悦(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五年2班）

如果要问一天中什么时候最美，那我肯定会回
答：“是月夜！”每当太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渐渐从西
方落下时，迷人的夜晚也就悄然降临。

天边最后一缕光燃尽，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出来
了，群星也在空中闪耀，夜莺鸣叫着……我从家中走
出，被夜色吸引。

月光指引着我踏上一条小路，它将我从思绪带了
出来。任谁来了都会惊叹夜的美，陶醉于这景色。夜
色渐浓，月亮已升到了正上空。

月亮占据了我的视角，似乎一伸手就能摘到。蛐
蛐哼唱着歌，将它的才华融进夜中。声音是那么动
听，像安眠曲赶走了孩子们的噩梦。

风如一个调皮的孩子，拂过我的脸颊，吹起我的
发丝。风，你也沉浸于这夜里，想与我玩耍？月光下，
与风共舞，飘于草木之间，流淌于河中，流淌于我的思
绪。

夜更深了，我该回去了。月光也像没了兴致，零
碎的光宣告了这场邂逅的结束。芒果树的淡香涌入
鼻腔，似将我轻轻托起，令人安心。

指导老师 柯雅虹

夜景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