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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夜
幕降临，晋江万达影城 IMAX 激光厅
内，50 组晋江二小小记者亲子家庭屏
息凝神，等待《雷霆特攻队》IMAX 特制
版的首映。随着激光放映机启动的嗡
鸣声，巨幕如同一扇通往异世界的时
空之门，将小记者亲子卷入一场超级
英雄风暴。

日前，晋江万达影城泉州首家IMAX激
光厅挂幕成功，晋江二小小记者亲子受邀参

加启幕仪式，见证新的IMAX激光银幕。
走进 IMAX激光厅，小记者亲子不禁

发出了阵阵惊叹声。偌大的影厅内，一片
巨幕格外引人注意，小记者们都迫不及待
地想要感受这场视觉盛宴。

当晚 8时，漫威电影《雷霆特攻队》正
式拉开帷幕。黑寡妇、冬兵、美国密探、红
色守卫、幽灵、模仿大师……每一个人物
的出现都足够抢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
的漫威反派组成了一支小队，被迫联手开

展秘密行动。他们的超能力令人拍案叫
绝，他们互相吐槽时又引得大家捧腹大
笑。两个小时的观影，小记者亲子代入感
十足，仿佛自己就是电影中的主角。

“观影的体验感非常好，电影也很好
看，让我们对于责任、信任、不完美英雄
等都有了不同的思考。”散场时，家长王
先生仍有些意犹未尽，和孩子热烈讨论
着影片的内容及在 IMAX激光厅观影的
感受。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市
第二实验小学晓聪校区小记者走进晋江自
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一滴水的旅行”探秘活动。
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小记者们首先来

到净水厂工艺流程图前，听工作人员将公司
的取水之道娓娓道来。原来，每一滴珍贵的
自来水都源自大自然的精心馈赠，经过严格
筛选和保护，才得以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紧接着，小记者们依次参观了水质净化
中心、消毒剂投加中心、反应沉淀池和V形
滤池等核心区域。通过讲解，孩子们了解到
原水需经过絮凝、沉淀、过滤、消毒等多道工
序，才能成为符合饮用标准的自来水。工作
人员特别提到，每一滴水都需通过实验室的
严格检测，确保水质安全后才能输送到千家
万户。

其中，二楼演示厅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
地方。这里不仅有通俗易懂的科普动画可
以观看，还有工作人员现场展示电解自来
水、纯净水实验、混凝搅拌实验。当看到实
验变化时，小记者们一个个忍不住惊呼“实
在太神奇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晋江自来水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还为小记者们上了一堂
干货满满的爱水护水科普课。通过图文并
茂的介绍，小记者们直观感受到保护水资源
的重要性。大家纷纷表示，要带动身边人一
起爱护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通讯员 蔡雅云 王萌芬） 5
月2日下午，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25组小记者亲子家
庭齐聚晋江长富国民营养社区公益体验馆（晋江馆），开
启了一场溢满甜蜜与创意的亲子之旅。

活动在温馨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小记者们在专
业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巧手制作麻薯。只见他们小心翼翼
地将牛奶、鸡蛋液等倒入麻薯预拌粉里，用硅胶棒翻拌，
直至得到黏稠液体状的面团，最后随意加入适量的黑芝
麻拌匀……制作过程状况百出，尤其是面对十分粘手的
面团，不少小记者亲子都犯了难。不过，大伙儿并不放
弃，几番尝试后，终是掌握了技巧，顺利完成了制作。

在等待烘烤时，围绕营养知识的趣味抢答环节将现
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小记者们积极参与，踊跃举手，回答
问题。一问一答间，小记者亲子收获了满满的知识。

小记者感言
我们体验了DIY手工麻薯，品尝了自己做的美食，

还了解到了很多与牛奶有关的知识，满载而归。
王静熙（五年1班）

DIY麻薯时，我和弟弟负责搅拌，妈妈接力揉团，虽
然麻薯黏糊糊没成形，模样“丑萌”，但烤熟后咬一口软糯
香甜，让我们感到成就感满满。 吴童瑶（四年1班）

刚开始感觉还挺简单的，然而到了揉面团的时候，却
老是揉不好。最后，在爸爸的帮助下，终于顺利完成了！
这让我明白了：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方式方法。

罗宇辉（四年2班）
才艺表演时，我跃跃欲试。可真到了台上，我却又害

羞得不敢张口。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了敢于上台的人
是多么勇敢，我需要更勇敢一点。 李毅（三年3班）

在快乐氛围中，我们带着香喷喷的麻薯挥手告别，脸
上洋溢着笑容。下次有机会我还要继续参与！

蔡泽杭（三年3班）
黏糊糊的面团像调皮的小精灵，总是粘在我的手指

上，逗得我和妈妈哈哈大笑。在妈妈的指导下，我慢慢掌
握了诀窍。品尝着自己做的麻薯，我心里美滋滋的！

赖钧灏（五年4班）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通讯员 许宝宝）近日，晋江梅岭心
养小学“新公民小百货”开张！“小公民”们手持积分财富卡，自主
挑选心仪好物，将每一分努力兑换为成长的快乐和惊喜。

“新公民小百货”的移动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植
物盲盒、DIY石膏娃娃、乐高积木拼图、订书机套装等，应有尽
有，吸引了众多学生的目光，激发了他们的探索欲望和动手兴
趣。而固定货架上的商品则别具一格，护旗手体验、与校长共进
午餐、广播站播音等特殊体验项目，为学生们提供了难得的机
会，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角色中锻炼自己，收获成长。

这些商品的兑换方式也十分特别，学生们需要凭借自己日
常表现积累的积分财富卡来挑选心仪的物品。这种方式鼓励学
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积极表现，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
质。每一次的积分积累都是他们努力的见证，而用积分兑换商
品则是对他们付出的肯定和奖励。

据悉，晋江梅岭心养小学一直致力于创新教育形式，此次
“新公民小百货”开放周活动是学校在品德教育和生活实践教育
方面的又一次成功尝试。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营造了浓厚的

“道德储蓄”和“诚信消费”氛围，还让学生们在欢乐的兑换过程
中，学会了珍惜自己的努力成果，理解诚信和道德的价值。

小记者感言
做好事、守诚信，就能存积分换奖励，以后我还要攒更多积

分！在采访中，我感受到了同学们用自己平时的表现获得奖品
的快乐，希望这种活动可以持续下去。 许淞铧（三年7班）

当听到一年级的弟弟妹妹用稚嫩的声音，讲述自己为了兑
换礼物如何坚持做好事、守纪律时，我仿佛看到了一颗颗善良、
向上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作为小记者，能用文字和镜头记录
下这些珍贵瞬间，我感到无比自豪。 周智勇（三年6班）

这次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采访能力，更让我看到了校园活
动的独特价值。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黄熙格（三年5班）
积分卡上的每一分都承载着大家的努力与坚持。这种活动

真是太有意义了！ 林芊羽（三年7班）
我们来到“新公民小百货”，采访一年级的同学。从他们脸

上洋溢着的笑容，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快乐。 王玥熙（三年7班）

本报讯（小记者 吴香凝 谢漫姿 许语桐）
近日，晋江安海桥头中心小学“小小跳蚤书市”热
闹开张，一场充满童趣与书香的淘书之旅就此拉
开帷幕。

“瞧一瞧，看一看！”“大甩卖，全部九成
新！”……校园操场化身“创意集市”，现场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一批批小客人穿梭于各个摊点间，
挑选着自己心仪的书籍，兴高采烈地分享着读书
的乐趣。

“同学们在活动中学会了沟通、学会了理财、
学会了分享，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
到了阅读的快乐，对书籍有了更深的热爱。”桥头
中心小学校长陈宏瑜表示，学校将以读书节活动
的开展为契机，持续让书香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
角落，让阅读成为同学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小记者感言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们体验了一回“小商人”

的乐趣，还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如何合理交易，
更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陈思谕（四年3班）

图书有价，快乐无限！这次活动十分有趣，我
游走于一个又一个摊位，收获满满。

许浩东（四年4班）
活动中，我不仅将自己读过的书籍分享出去，

传递知识与快乐，还体验到了买卖的乐趣。
林惠杰（三年2班）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颜丹兰 尤限

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近日，晋江梅岭平山
实验小学闽南语文化传习项目正式启动。

学校特别邀请闽南民俗专家表演非遗节目
《火鼎公婆》。“火鼎公婆”惟妙惟肖的表演充分
展现出闽南民俗的独特魅力，将活动推向高潮。
在闽南语互动环节，学生们参与热情高涨。此
外，全校学生精彩的闽南童谣诵唱表演，将闽南
童谣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天，梅岭教育中心副主任钟志向为“晋江市
中小学（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点”揭牌，并为在

“咱厝声音真好听”晋江市闽南语擂台赛上获奖的
同学颁奖。

校长李明凤鼓励全体师生坚持闽南语“每日
一语”日常教学，通过积极参与各种闽南语传习活
动，切实提升闽南语水平。

洪铭轩（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五年3班）

我的老家在闽南的海边小镇——石井。奶
奶最常做的事便是去赶小海挖牡蛎。七岁那年
暑假，我第一次跟着奶奶去挖海蛎。太阳把礁
石晒得发烫，奶奶却像块被钉在海边的木桩，专
注地盯着凹凸不平的石壁。“小心刺。”她往我手
里塞了副手套，自己却徒手扒开带锯齿的牡蛎
壳。我数着她塑料桶里的海蛎，不过二十多个，
市场上卖不了十块钱。那时我家经济条件算不
错，爸爸总说奶奶该享清福了，可她偏要每天凌
晨四点往海边跑。

“奶奶，家里又不缺钱。”有一次我蹲得腿
麻，忍不住嘟囔。她正用海水冲洗刚挖到的海
蛎，浑浊的浪花溅上她沟壑纵横的脸：“海里的
东西，不捡就浪费了。”我撇撇嘴，不以为意。直
到那天，台风过境，我跟着爸妈去海边找她。远
远就看见奶奶佝偻的身影在退潮的滩涂上蹒
跚，手里的铁钩还挂着半袋海蛎。“下这么大雨
还来！”爸爸又急又气。奶奶抹了把脸上的雨
水，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你们爱吃的野生海
蛎，平时碰不着的。”那一刻，我注意到她攥着袋
子的手在发抖，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我有点心疼，又有点感动。

真正读懂她是在去年冬天。奶奶住院了，
我翻她的旧木箱找换洗衣物，发现最底层压着
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的姑娘穿着打补丁的粗
布衫，赤脚站在礁石上，怀里抱着个装满海蛎的
竹篓，身后是破旧的渔村土坯房。妈妈说，那时
候奶奶每天要挖满三篓海蛎，才能换够全家人的
口粮。原来那些我嫌脏的老茧，曾是撑起整个家
的支点。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了奶奶——那
些我觉得多余的坚持，是从苦日子里长出来
的根。

出院后的奶奶依然每天去海边。我不再劝
她，只是默默给她备好防水手套，帮她把挖到的
海蛎分装成小份，送给邻居和亲戚。有天傍晚，
夕阳把海面染成金色，奶奶忽然往我手里塞了颗
刚撬开的海蛎肉：“尝尝，比超市卖的鲜。”冰凉的
海水滑过指尖，我忽然读懂了她眼里的光——
那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勤劳的敬畏，是苦尽甘来
后仍不愿舍弃的本真。奶奶总说“人不能忘本”，
就像礁石缝里永远倔强生长的海蛎，在时光
的浪潮里悄悄把坚韧和珍惜埋进了下一代的
血脉。 指导老师 杨华丽

林文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5
班）

“拿冠军是你们的梦想，不是我
的。”驼驼打断了爸爸的话，也唤醒了
我内心的思绪。

彭学军阿姨所著的《十二岁的夏
天》中，驼驼因为父母的喜好而被送进
体校练习田径，那时的她并不知道梦
想为何物，只是盲目地跟随着父母的
期望前行。然而，在体校的经历中，驼
驼逐渐发现了自己对读书的热爱，那
是她内心深处真正燃烧着的火焰。

曾几何时，我也是驼驼的样子。
那时候的我很“忙”，我需要上很多兴
趣班，尤其到了周六周日，我简直就
像明星赶通告一样，奔波在各种兴趣
班之间。跆拳道——这是爸爸让学
的，说是可以强身健体，以后上学不
会被人欺侮；象棋——这是妈妈让学
的，说是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和耐
心；钢琴——这是爷爷奶奶提议的，
他们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让心灵
得到净化……每一个兴趣班都像是
一块拼图，被大人们精心挑选，试图
拼凑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孩
子。然而，那时的我却像是被线牵引
的木偶，表面顺从，内心深处却充满
了迷茫和困惑。

直到有一天，妈妈带我去参观画

展，那时的我被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
作深深吸引，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
门。从那一刻起，我便立下了一个小
小的愿望，那就是成为一名能够用画
笔描绘世界的画家。就像驼驼在体
校中逐渐找到了自己对读书的热爱
一样，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梦想和光芒。

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梦想是可以
自己选择的，我尝试拿起画笔，去寻
找那个真正能够点燃我内心火焰的
梦想。每段追逐梦想的道路都不会
一帆风顺，驼驼每天都要做好多好多
题，背好多好多书，学画之路也远比
想象的要艰难许多。刚开始的时候，
我连最基本的线条都画不直，颜色也
调配得一塌糊涂，但每当我拿起画
笔，在空白的纸张上尽情描绘出自己
的想象，我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
喜悦和满足。渐渐的，我开始学会总
结经验，学会了观察，学会了思考，学
会了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我的画作也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有
了自己的灵魂。

“你也在奔跑，只是换了个形式，
大家都要加油。”教练鼓励驼驼的话，
也时常鼓励着我，我们都在各自的跑
道上努力地奔跑，跟随内心，寻找那
条专属于你的跑道。

指导老师 施丽雪

陈雨潼（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四年3班）

这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弟弟的生
日。天边的朝霞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
用画笔画出一道道迷人的风景，仿佛为弟弟
的生日铺上一层梦幻的红地毯。

放学后，我立马飞奔回家，一头扎进餐
厅，给妈妈打下手，然后又迅速跑到客厅，乘
着弟弟还没回来，赶紧用气球装扮起来。“大
功告成！”我开心地说。

“欢迎亲爱的主人回家……”随着小欧管
家的播报，我和妈妈立马上前迎接小寿星。

“哇，这也太棒了吧!”弟弟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这时，妈妈端出精心准备了一下午的美

食：香喷喷的糖醋排骨、外酥里嫩的炸鸡翅、
鲜香四溢的清蒸鲈鱼、美味的寿司……看着
一桌子美食，弟弟垂涎欲滴。

晚餐后，妈妈拿出神秘蛋糕，上面的玩偶
吸引了我们的眼球：上身红色衣服，下身黑红
相间，腰系金黄的带子，这正是今年非常火的

神话人物——哪吒。蛋糕用红色铺底，哪吒
脚踏风火轮，手拿闪烁着金色光芒的火尖
枪。弟弟在众人祝福下，许愿、切蛋糕，接着
就是迫不及待地切下一块蛋糕，塞进嘴里，像
极了一只贪吃的小花猫。

吃完蛋糕，我宣布：“歌舞环节开始！”音
乐响起，灯光舞动，弟弟的笑声，像溪流欢
腾。爸爸妈妈拍手，弟弟唱歌，我伴舞，家里
充满了欢声笑语。

指导老师 陈雅丽

赖奕含（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桥南校区四年3班）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轻轻推开了那扇
通往知识海洋的小门，走进了我的“小书房”。这
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个藏着宝藏的盒子，等待着
我去探索和发现。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月
亮的果子》。

《月亮的果子》这本书中有个故事叫《猫耳
朵里的魔法师》，里面讲述了一只胖猫咪在掏
耳朵时，意外发现了住在自己耳朵里的魔法师
一家，从此开启了一段充满欢笑的奇遇。读完
这个故事，我仿佛也置身于那奇妙的猫耳朵世
界，经历着胖猫咪的经历，感受着书中主人公
的喜怒哀乐。我明白了，无论是在家人还是同
学间，相互包容、相互谦让都是维系良好关系
的关键。

看着书，我不禁想起和弟弟相处的一些时
光。自从妈妈生了弟弟后，我便觉得弟弟分走了
很多妈妈的爱，所以随着弟弟越来越大，我便处
处针对弟弟，什么事情都要和他计较。小时候，
只要弟弟有的东西，我也吵着嚷着要有；两个人
吵架时，总要争个输赢，吵输了，我就以大欺小；
看到双方爱吃的食物，总要计较谁多吃一点、谁
少吃一些……记得有一次，我和弟弟正在分享一
盒香甜的草莓，只剩下最后一颗了。我并没有想
着让给弟弟，反而和他争了起来，最后闹得大家
都不开心。读完这本书后，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突然意识到，像胖猫咪那样包容、谦让，才能使
彼此的关系更加融洽。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并暗暗下定决心，以后要谦让弟弟，多包容他，让
我们一家的关系变得更融洽、温馨。

《月亮的果子》这本书中还有许多精彩的故
事：《五线谱先生》中，老作曲家在没有笔纸的情况
下，竟然能突发奇想在自己的头发上作曲。整个
故事活泼有趣，令人忍俊不禁。《一天屋》的故事则
让我明白了友谊的真谛，那就是双方都为彼此着
想，互相理解和支持。这些故事不仅好看，还蕴含
着深刻的道理。比如，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要勇敢
面对；对待事情，要有责任心，懂得奉献与付出的
人也会获得生活赐予的礼物；存心不良的人，迟早
会受到惩罚；如果懂得推己及人，必然会懂得怜悯
和关爱他人。

在成长的道路上，希望我们都能保持一颗
纯真善良的心，做一个腹有雅量气自华的明事
理之人。

指导老师 谢燕云

晋江二小小记者亲子

沉浸观影《雷霆特攻队》

晋江二小晓聪校区小记者

探秘一滴水的旅行

沙塘中心小学小记者亲子

DIY麻薯 快乐加倍
梅岭心养小学学子

用努力兑换奖励

桥头中心小学
跳蚤书市“开张”

平山实验小学启动
闽南语文化传习项目

小记者作品选登

那一刻，我读懂了你 成为自己的光

生日宴

读《月亮的果子》有感

柯竣升（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六年3班）指导老师 黄静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