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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通讯员 黄艳妮）日前，晋江安海养正中
心小学小记者搭乘双层观光巴士快乐出发，走进晋江公交公司，探秘

“公交之家”。
当天清晨，一辆引人注目的橙红色双层观光巴士停靠在养正中

心小学门前，迎接小记者们的到来。小记者们兴奋地表示：“没想到
在学校门口就能体验双层巴士，真是太令人兴奋了！”“巴士的上层视
野开阔，可以尽情欣赏沿途的风景。”随着双层巴士缓缓启动，一段独
特的游览体验就此展开。

安平桥公园、晋江足球公园、晋江市图书馆、五店市传统街区……
旅途中，乘务员向小记者们介绍了沿途的景点及晋江的历史文化，使
大家对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当双层巴士驶入晋江公交公司时，小记者们立刻被这个“公交之
家”所吸引。这里停放着各种类型的公交车，从标准的公交车到环保
的新能源公交车，再到可以点歌的新型铛铛巴士，种类繁多。小记者
们充满好奇地围绕着这些“巨兽”，仔细观察它们的外观和内部构造，
并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学习了文明乘坐公交车的知识。

随后，小记者们踏入了公交车的“维修车间”，了解公交车的维护
奥秘。“每一辆公交车都必须定期接受维护和保养，包括更换轮胎、检
查刹车系统等，以确保它们的安全性和乘坐舒适性。”工作人员细致
地解释着。小记者们听得入迷，对公交系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本报讯（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
桥南校区五年5班 郭彤颖）“哈哈
哈，太好笑了！”5月的第一天，泉州浦
西万达影城影厅里传来了阵阵笑
声。原来，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紫

帽中心小学小记者和家长正在观看
“五一”爆笑讽刺喜剧《人生开门红》。

一到达影城，我们就见到了很多
“哈”字组成的背景板，这让我们十分
好奇这部电影究竟有多好笑。观影
前，我们还进行了一场互动，挑战谁
笑得久。顿时，影城充斥着一阵阵笑
声。

当天下午2时40分，随着灯光暗
下，观影开始了。影片开场便以密集
的喜剧包袱点燃全场。当“烤肠哥”
周大江被拽入直播间，手举烤肠、满
脸窘迫地与顶流网红小海茉上演“预
制情侣”戏码时，我们都被这荒诞又
真实的场景逗得前仰后合。

不愧是喜剧，主角周大江的每一
个表情、每一句台词，都精准地踩在
我们的“笑筋”上，影厅里不时传出阵
阵笑声。

这部影片讲述了关于直播产业
的背后故事。其实，说起直播，我们
都不陌生，身边也有很多家长都喜欢
在直播间购买东西。看了这部电影，
我们才了解到，如今十分红火的直播
行业竟然存在那么多的乱象，如资本
操控主播、虚假营销等。

“网络购物方便了我们的生
活，但也需要仔细甄别，避免跳入
购物陷阱。在直播间购买产品后，
回去也得好好检查质量。”“希望这
部电影能够促使直播行业整改乱
象，售卖真正的良心产品。”……爆
笑的背后，大家也陷入了沉思。散
场时，我们和家长热烈讨论着直播
行业。大家由衷地希望在这个离
不开手机的时代，少一点虚假，多
一点爱心。

指导记者 蔡红亮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通讯员 陈英丽）近日，晋
江永和英墩小学 28名小记者快乐出发，在老师带领
下，走进晋江隆珍食品有限公司参观。

一到活动地点，工作人员热情地迎接了大家，并带
领小记者们有序参观各生产车间，近距离观看了解食
品的制作过程。小记者认真观察，不时抛出问题。随
后，小记者们还分组采访不同岗位人员，了解食品公司
工作人员的日常情况，锻炼沟通能力。

当天，最让小记者们期待的当属烘焙体验环节
了。小记者们在面点师指导下，按步骤动手制作香芋
馅饼，亲身体验食品制作的严谨与乐趣。

小记者感言
馅饼皮从淡黄变成金黄，香气四溢。我不仅体验

到制作美食的乐趣，也感受到食品生产的奇妙！
许章壕（三年1班）

我们把醒好的面团搓成长条，切成剂子。面点师
教我用擀面杖推出圆面皮，边缘要薄得像蝉翼；舀一个
芋泥馅料放在中央，包好的馅饼被快速地放入烤箱。
大约十分钟后，香芋酥饼烤好了，香味勾得我直咽口
水。 许海旺（三年1班）

这次烘焙体验，让我明白了烘焙不只是技术活，更
是传递爱与温暖的“魔法”。每一块面包，都藏着烘焙
师满满的用心与爱意。 许润霖（三年2班）

在那里，我们体验了超有意思的酥饼制作。这过
程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了解美食的大门，还让我尝
到了劳动带来的快乐！

许安棋（四年1班）
每一种原料的重量都要经过精确计算，我小心翼

翼地操作着天平，精准地称出所需的每一份材料，深刻
体会到美食制作的严谨。 陈银泓（四年3班）

我和小伙伴分工合作，有的称量材料，有的搅拌面
团，我则专注于揉面。起初，面团不听话，在我手中歪
来扭去。但经过多次尝试，我逐渐掌握了技巧。看着
亲手制作的馅饼出炉，心中满是成就感。

许鸿圣（四年3班）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新塘道南小学小记者走进梧
林传统村落，开启了一场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文化探索。

梧林传统村落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孩子
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学习与探索平台。到达目的地后，孩子们首先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漫步梧林。小记者们循着历史的脉络，走到古厝
跟前，凝视着红砖瓦片、石燕尾脊，仿佛能听到海外游子的乡愁思
绪。错落蜿蜒的枝干记录着老榕树悠久的年轮，见证着村落的变
迁。在这里，小记者们通过对建筑的观察和对历史故事的聆听，深刻
体会到了先辈们的智慧和勤劳。

当天活动精彩纷呈，小记者们分组体验了射箭技术、DIY滴水兽等
项目。站立、握弓、搭箭、举弓、拉弦、瞄准、放箭……射箭区域，孩子们认
真聆听，试着模仿，一个个铆足了劲往靶心上射箭。在手工制作环节，小
记者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制作出一件件精美的滴水兽。

曾宥铭（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五年2班）

竹林间，灯火璀璨。
那是一个元宵佳节。竹林里的一个村

庄，万家灯火灿若繁星。每逢有灯火过老
宅，我总会蹲在门口，羡慕地看着。

院内，外祖母沏了一盅茶，将一方木
桌吃力地搬到我身边，“想要那花灯啊，
孩子？”外祖母一下看穿了我的心思。我
的脸一下羞红起来，不好意思地点了点
头。

外祖母微微一笑，步入屋内，取一板
斧头，笑言：“待外婆给你变一个！”随后，
她步履蹒跚地向那门外的竹林走去。她
握紧斧头，缓缓举起，又用力向竹子劈
去。然而，坚硬的竹子如石头一般，一击
之后却只开了个细小的口子。我心中疑
惑，究竟是竹子太硬了，还是外祖母力气
太小了？

皓月当空，夜色如水，外祖母终于拖
着一根竹子回到院中。她取来一把锋利
的砍柴刀，一次又一次地刮动那根粗
竹。刀锋触及竹身，发出清脆的声音，好
似在演奏一段乐曲。渐渐地，原来粗大
的竹子被削成几根纤细的竹条。外祖母
选了几根竹条，细心地将它们按顺序横
竖交叉地叠在一起。外祖母一遍又一遍
地重复着这个动作，手指灵巧地在竹条
间穿梭，仿佛是一位织女在织造云锦。
汗水一点一点从她的额间冒出，紧接着
缓缓滑落，花白的头发顿时湿透了。她
眉头紧锁，双眼紧盯着竹条，眼神专注而
温柔。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大小不同的
球出现在我眼前。我正欲接过，她却摇
了摇头，将老花镜顶至鼻梁上方，双眼微
眯，用一根绳巧妙地连接起了两球。紧
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两粒黑芝麻，将芝麻
粘在小球的正面，一只活灵活现的“小
鸭”顿时出现！

我抱着那只“小鸭”，兴奋极了，也顾
不上向外祖母道谢，一下就冲入人群，向
小伙伴们炫耀了起来。外祖母依然安静
地坐着，品一口茶，笑道：“这傻孩子，真可
爱！”

直到现在，这盏栩栩如生的鸭子灯
仍然静置于我的书桌上。虽然，我已经
来到与外祖母相隔百里的地方上学，可
这一盏鸭子灯总能让我回忆起外祖母
的心灵手巧与温柔。外祖母，感谢你提
着那盏鸭子灯，点燃了我的欢乐，点亮
了我温暖的童年！

指导老师 杨美亮

张瑜轩（晋江安海西安小学四年1班）

夏日午后，蝉鸣愈发喧嚣，那声声鸣叫似在向我们
发出挑战。我和小伙伴手持自制的捕蝉网，满怀期待
地开启捕蝉行动。

我们蹑手蹑脚地靠近一棵大树，眼睛紧紧盯着树
干，仔细搜寻蝉的踪迹。很快，我发现了一只蝉，它正
静静地趴在树干上，翠绿的身躯与树叶融为一体，不仔
细看还真难发现。我心跳加速，双手微微颤抖，缓缓举
起捕蝉网，一点一点向其靠近。此时，整个世界仿佛都
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蝉鸣和我急促的呼吸声。当我们
距离蝉仅有咫尺之遥时，我猛地用力挥网。然而，那只
蝉却像个机灵鬼，在网落下的瞬间，“嗖”的一下飞走
了，只留下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空空如也的网，满
心失落。

伙伴们见状，纷纷围过来安慰我：“别灰心，这蝉可
精着，多试几次肯定行！”在伙伴们的鼓励下，我重整旗
鼓。我静下心来，开始仔细观察蝉的习性。我发现，蝉
在鸣叫时，往往比较专注，对周围的动静反应相对迟
缓。而且，它们停歇的位置通常在树枝的背阴面，这样
既能躲避阳光，又便于隐藏。掌握了这些小秘密后，我
再次寻找目标。

不一会儿，我又发现了一只蝉。这一次，我不再急
于求成。我绕到树的另一侧，借助树干的遮挡，慢慢靠
近。当距离合适时，我屏气敛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挥出捕蝉网。“抓到了！抓到了！”我兴奋地大喊起
来。看着网中扑腾的蝉，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我把蝉抓在手中，看着它那小小的身躯在挣扎，
听着它那急促的叫声，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怜悯。在
短暂的夏日时光，这些蝉努力地歌唱，只是为了展现
生命的活力。我们为了自己的乐趣去捕捉它们，这
对蝉来说却是一种伤害。于是，我和小伙伴将抓到
的蝉放回树林，让它们继续在枝头歌唱，延续属于它
们的生命旅程。

指导老师 颜红丽

柳语桐（晋江安海西隅小学三年2班）

春天来了，微风徐徐，一只漂亮的蝴蝶风筝在蓝蓝
的天空下快乐地飞翔着。它飞呀飞，遇见一只燕子，张
着翅膀嘲笑道：“你长得可真黑啊，看我翅膀多漂亮，来
追我呀！”燕子不理会蝴蝶风筝，叼着虫子飞走了。蝴
蝶风筝可生气了，它觉得自己的美丽应该得到所有人
的赞美和追捧。

于是，它更卖力地在天空中飞舞，想要吸引更多的
目光。正得意呢，突然，一阵大风“呼啦啦”地刮了过来，
把蝴蝶风筝吹得晕头转向，风筝线缠成一团。蝴蝶风筝
更是不受控制地打着旋儿，一会儿被甩到这边，一会儿
又被抛到那边，吓得它心“怦怦”直跳，不停地“哇哇”叫。

在这危急时刻，燕子飞了过来，二话不说用尖尖的
嘴巴一下一下地啄开缠在一起的风筝线。好不容易，
蝴蝶风筝才稳稳地落在了一片草地上。燕子关切地
问：“你没事吧？”蝴蝶风筝满脸羞愧，红着脸说：“谢谢
你，我……我之前不该嘲笑你，还那么骄傲，对不起。”
燕子笑着说：“没关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从那以后，蝴蝶风筝不再只看重外表的美丽，它和
燕子成了好朋友，一起在天空中玩耍，分享着彼此的故
事。春天的天空中，又多了许多欢声笑语。

指导老师 许雅艺

黄瑞垚（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五年3班）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漫步在老街。
不经意间，一阵热闹的喧哗声传入我耳中。
我循声走去，只见一个糖画摊前围满了人，大
家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位老师傅制作糖画。

老师傅精神矍铄，那双手像是被岁月磨
砺过的老树根，布满了褶皱，却十分灵巧。只
见他熟练地拿起糖勺，舀起一勺黄色透亮的
糖液。糖液在阳光下宛如金色的琥珀，闪烁
着迷人的光泽。老师傅手腕轻轻移动，就像
一位优雅的舞蹈家在石板上翩翩起舞，糖液
随着他的动作缓缓流淌。不一会儿，一只栩

栩如生的凤凰便跃入了我的眼帘。那凤凰仿
佛要振翅高飞，引得众人喝彩不断，欢呼声像
潮水般涌来。

我看得入了迷，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
动，想要尝试制作糖画。老师傅似乎洞悉了我
的心思，微笑着递过糖勺，鼓励道：“小朋友，来
试一试吧！”我接过糖勺，手心里全是汗。

我脑海里不断回想着老师傅的动作，可
真正上手时，却发现困难重重。我小心翼翼地
拿起糖勺。当糖液触到石板的那一刻，我的心
猛地一紧。我本想画小兔子，可那糖液就像调
皮捣蛋的小孩，左拐右拐，歪来扭去，让我的糖
画变成四不像。我沮丧极了，仿佛一朵盛开的

花朵突然遭遇了寒霜的打击。
老师傅耐心地劝导道：“别紧张，放轻松。”

那声音如同涓涓细流，淌入我的心田。我深吸
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再次倒下糖
液，这一次，我稳了下来，不再紧张急躁。渐
渐地，一只小兔子的轮廓显现出来了，虽然还
是略显稚嫩，但也有了几分模样。经过多次尝
试和老师傅的点拨，我终于画出了满意的小兔
子。我欣喜若狂，心中像吃了蜜一样甜。

这次糖画制作的体验，让我深切感受到
非遗传承人的艰辛与坚持。我们要更加努力
学习，传承非遗，让非遗代代相传。

指导老师 杨华丽

施恬馨（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五年4班）

每天清晨，“小刘扁食”店门前便排起一条长龙。
令人称奇的是，队伍中的人极少中途离去。这究竟为
何？

这就不得不提这家扁食店的老板——小刘。小刘
老板生得一张圆脸。他常身着蓝衬衫、黑灰色长裤，腰
间系着一条金灿灿的围裙，质朴中透着亲切。

然而，真正让顾客们对“小刘扁食”情有独钟的是
小刘老板那堪称一绝的“甩碗式装盘”技艺。只见他怀
抱一摞高高叠起的碗，轻轻向空中一抛，旋即俯身，借
着碗下落的惯性，利落地将它们依次摆放在桌上，引得
顾客们啧啧称奇。紧接着，他挑起眉头，高声喊道：“精
彩的来喽！”随即取出一把大木勺，飞速地将扁食舀入
碗中。而后，他又盛起一大勺滚烫的高汤，拿出各类调
味料，蹲下身扎好马步，手一扬，还未等旁人反应过来，
汤已倾入，调料也精准入碗，生抽、醋、糖等混合的酱香
扑鼻而来，令人垂涎。最后，小刘老板随手拿起一只
碗，用勺子舀起几个圆滚滚的扁食，数了数，不多不少，
正好十个。再撒上葱花，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扁食便大
功告成。此时，顾客们总会大声喝彩：“太精彩了！”小
刘老板脸上也会浮现出得意而又满足的笑容。

当然，顾客们最钟爱的还是那碗香喷喷的扁食。
他家的扁食皮如蝉翼，馅料饱满，精选当日最新鲜的猪
肉制成，一口咬下，汤汁四溢，鲜香在口中瞬间绽放，令
人回味无穷。

这下，你明白为何“小刘扁食”如此受欢迎了吧？
指导老师 曾彬彬

养正中心小学小记者

乘坐双层巴士 探秘探秘““公交之家公交之家””

晋江三小、紫帽中心小学小记者

组团观影《人生开门红》

道南小学小记者 感悟家国情怀

永和英墩小记者
解锁食品“美味密码”

小记者作品选登

鸭子灯 夏日捕蝉记

糖画

蝴蝶风筝成长记

扁食刘

吴
易
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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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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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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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感言

认识公交车、体验公交车洗车

服务、了解公交车维护知识……此

次探秘“公交之家”，我收获满满。

小记者陈晗玥

乘坐双层观光巴士游览晋

江，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在公

交公司，我们了解了公交车的构

造，学习了文明乘坐公交车的知

识，真是受益匪浅。
小记者李意涵

我乘坐了一圈双层巴士，最

大的感受就是视野特别开阔，城

市景观尽收眼底，惬意且美好！

小记者吕奕晨

此次双层巴士之行不仅让我

增长了知识，更让我体会到公共

交通在城市运转中的重要性。未

来，我会遵守乘车秩序，积极倡导

绿色出行。 小记者黄铭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