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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晋江安海坝头小学小记者搭乘
双层观光巴士快乐启程，探访“智慧公交”
系统、体验复古铛铛车，并深入五店市传
统街区，在车轮与脚步的交替中感受晋江
城市发展的“速度”与“温度”。

当天下午，小记者们兴奋地登上巴士
上层，沿途欣赏世纪大道、灵源山等城市
地标。抵达曾井公交车站后，晋江公交公
司工作人员带领小记者们走进“公交智慧
调度中心”。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线路

图与实时数据跳动，孩子们凑近屏幕，惊
叹于“公交大脑”的科技含量。

在公交安全知识讲座环节，工作人员

结合实物模型，讲解了车内安全锤、逃生
窗的使用方法，并模拟突发情况下的应急
逃生演练。“原来安全锤要敲击玻璃的四
个角！”“逃生窗要向上推才能打开！”小记
者们边学边记，还登上复古铛铛车体验车
内点歌系统，在“移动 KTV”的欢声笑语
中，将安全知识与趣味体验融为一体。

随后，双层巴士再次启程，载着孩子们
驶向五店市传统街区。小记者们漫步于

“出砖入石”的古厝墙垣间，轻抚蔡氏家庙、
庄氏家庙的雕花窗棂，聆听老师讲述晋江
商帮“下南洋”的传奇故事。街区内，舞狮
队的锣鼓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兴奋地跟着
锣鼓节奏叫号助威，感受传统民俗的活力。

小记者感言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乘坐的公交

车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多的高科技元素，
真令人感到惊奇！ 小记者王筱恬

铛铛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还
能播放音乐，提供丰富的知识内容，这种
多功能的设计实在是太酷了！

小记者刘伊雪
五店市的红砖墙排列得井井有条，宛

如一块块精心拼接的拼图，这不仅展示了
古人的智慧，也让我们对传统建筑技艺有
了更深的了解！ 小记者潘睿阳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许美珊 李晓 颜恋英

坝头小学小记者

乘坐双层巴士 寻“美”晋江
本报小记者 许心怡 严若晴 许嘉佑

本报小记者 李意涵（养正中心小学）鲍祁贤（西边小
学）陈梓涵（深沪中心小学）

近日，本报组织30组小记者亲子家庭走进长富国
民营养社区公益体验馆（安海馆），开展竹编画手工活
动，感受“指尖技艺”的魅力。

“将竹条铺在板上，交叉编织……”“挑一压一，挑
二压二，挑三压三。”活动现场，小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学
习了竹编画的步骤及方法。随后，亲子家庭纷纷动手
尝试、分工协作，开启竹编画的创作，尝试着将彩色竹
条编织成美丽的图案。

伴随着欢声笑语，小记者们纷纷完成作品。一幅
幅精美的竹编画，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的韵味，也融入
了小记者亲子的创意和情感。“五颜六色的竹条摸起来
滑滑的，像在玩拼图游戏。我跟妈妈一起制作，将小小
的竹条变成美丽的画作，这感觉真棒！”参加活动的深
沪中心小学小记者苏诗涵表示。

小记者感言
活动中，我和妈妈共同完成竹编画，可有趣了。

活动尾声，我还与小伙伴一起登台展示才艺，度过了
充满欢声笑语的周末。

施依涵（晋江市华峰实验小学）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一幅精美的竹编画在我手中

诞生！这次小记者活动，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也收获了美好的回忆。 张晓瑜（西边小学）

我拽着爸爸的手一起参加期待已久的小记者活
动。活动过程中，爸爸带着我“一挑一压”把竹条编织
成了一幅精美的竹编画，真是太开心了！

杨蓁蓁（东石中心小学）
第一次做竹编画，我就被竹条“难住”了，编的时候

总是散开。后来，我跟妈妈配合，按照“挑一压一”的规
律慢慢编织，终于完成了超美的竹编画，心里充满了自
豪感。 吴茜（深沪中心小学）

看似简单的竹编画藏着大学问，从手忙脚乱到渐
入佳境，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与惊喜。这次活动让我学
会了新技能！ 王旖葳（成功中心小学）

指导记者 刘泽宇

“编”玩“编”学
小记者玩转指尖技艺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通
讯员 林金莲） 近日，2025年
泉州市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
在泉州市体育中心侨乡馆收
拍。来自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
学的多名学子闪耀赛场，获得
3个组别第一名。

本次比赛由泉州市体育
局、泉州市教育局主办，赛事历
时 4天，设男、女甲乙丙丁 8个
单打组别，吸引了11个县（市、
区）代表队共 275名乒乓球爱
好者同场竞技。

经过激烈比拼，成功中心
小学共有 6名学子获奖，分别
为周胤祥获男子乙组单打第一
名、蒋明泽获男子乙组单打第
二名、林一昕获男子丙组单打
第一名、吴沁怡获女子丁组单
打第一名、吴双荣获女子丙组
单打第二名、林亦圻获男子丁
组单打第五名。

小记者感言
手捧冠军奖杯时，我心中

不禁涌起了一股暖流，回想起
了在球馆里挥洒汗水、夜以继
日训练的那些日子。我深刻地
意识到，原来冠军的重量是由
无数次面对困难时，将内心的

“我不行”转化为“再试试”的坚
持 和 努 力 所 堆 砌 而 成 的 。

小记者吴沁怡
最难忘的是“8 进 4”的那

场比赛，我输了。赛后总结时，
我发现是自己的心态问题，没
有发挥出平时训练的水平。体
育比赛中，心态往往比技术更
重要，我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
绪，在比赛中保持冷静和专注。

小记者林亦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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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欧阳霆 通讯员 杨南
达 陈巧如 曾俊悦 黄一冰）近日，晋江
市科创实验小学小记者走进巧克力梦幻
小镇，参观马卡龙工厂及生产线，动手体
验巧克力制作，感受甜蜜与欢乐。

踏入巧克力小镇，小记者们瞬间被浓
郁的巧克力香气所包围。在专业讲解员的
带领下，他们漫步于文化展示厅，从古老的
可可豆传说，到现代巧克力制作工艺的成
就，小记者们沉浸于巧克力的世界中。

在职业教育课堂中，老师化身“魔法
师”，向小记者们揭开了巧克力制作的神
秘面纱。随后，进入自由创作环节，孩子
们将普通的巧克力原料雕琢成一件件充
满童真与爱的艺术品，体会着匠心与创意
在巧克力制作中的巧妙融合。

小记者感言
巧克力小镇真是个奇妙的地方！活

动中，我亲手做了一块巧克力，甜甜的味
道让我回味无穷。 陈佳莹（四年3班）

机械齿轮与可可
相碰撞，巧克力 DIY
的体验尤为有趣，简
直是味觉与视觉的双
重狂欢！

曾子晴（三年3班）
色彩缤纷的童话

世界给我的童年增添
了许多“甜蜜”。在游
乐园穿梭游玩，我的
内心欢乐至极！

陈锦露（四年2班）
这个梦幻的巧克

力小镇能让人忘掉烦恼。我们将亲手制
作的巧克力带回家与家人一起分享，真的
很有意义。 陈烯妍（四年2班）

挑选模具，挤入巧克力，当那丝滑的
巧克力液体慢慢凝固，变成了一块块巧克
力，我的心也跟着激动起来。

陈钰航（三年1班）
童话照进了现实，梦幻的巧克力小镇

里充满了乐趣。看着巧克力浆一点点凝
固，变成巧克力块，这个过程让我兴奋不
已。 陈瀚霖（四年2班）

糖果王国里面最有趣的是小丑表
演。小丑把行李箱放在地上一直都抬不
起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次旅行既好
玩又长知识，真是一次甜蜜的体验。

陈锦妍（四年2班）

科创实小小记者“巧”遇新体验

小 记 者 作 品 选 登

陈文禾（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
学四年6班）

火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
如同我火热的心一般激情澎
湃。今天一早，我怀着满心的
期待，跟随学校的小记者队伍
踏入充满历史韵味的五店市
传统街区。

一走进五店市，仿佛穿越
了时光隧道，古老的街道、斑
驳的砖墙，都在无声地诉说着
往昔的故事。导游热情地为
我们介绍这里的老房子：“五
店市的建筑融合闽南特色，红
墙瓦顶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瞧这燕尾脊，像燕子尾巴般灵
动，寓意吉祥；墙面的砖雕、木
雕、石雕精美绝伦，每一处都
藏着故事。房子多为四合院
布局，天井设计巧妙，既采光
通风，又彰显家族团圆的理
念。”听着讲解，我不禁为古人

的智慧惊叹。
参观完房子，我们开始学

习簪花。老师耐心讲解：“簪
花是闽南传统民俗，承载美好
向往。”她灵巧地用花朵、簪子
搭配，不一会儿就完成了精美
的头饰。在老师指导下，我们
动手制作，选花、搭配、固定，
虽然手法生疏，但都做出了独
特作品。

这次五店市小记者活动，
让我收获满满。我不仅了解了
五店市房子独特的建筑风格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学会了簪
花这门美丽的传统技艺。在这
古韵与簪花之美的奇妙邂逅
中，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
力，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热爱
传统文化的种子。我相信，这
颗种子一定会在未来生根发
芽，让我更加深入地去探索和
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指导老师 颜婉青

一场古韵与簪花的邂逅

黄楚涵（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
四年3班）

生活像一幅拼图，每学会
一件事，就拼上一块独特的彩
图。当我第一次包出像模像
样的饺子时，成长的拼图又添
上了生动的一块。

去年冬至，妈妈买来饺子
馅和饺子皮，说要给我和爸爸
包顿饺子。只见她熟练地拿起
饺子皮，挖一勺肉馅，双手飞快
地捏、挤。不一会儿，一排像金
元宝般鼓鼓的饺子就排好队
了。我一看，觉得包饺子也太
简单了，嚷着：“我也要包！”

我迫不及待拿起一片饺
子皮，平铺在手心。想着多包
点馅才过瘾，就挖了一大勺肉
馅放在皮中间。可刚想捏合，
肉馅一下从这边挤到那边，像
调皮的“小逃兵”四处乱窜。
我手忙脚乱地又拿一片皮去
盖，结果饺子变得圆滚滚的，
像个大皮球。妈妈见状，笑得
直不起腰：“傻孩子，馅不能放

这么多呀！”我红着脸，默默记
下教训。

第二次尝试，我小心挖了
一点点馅，双手交替捏合，还
哼着小曲：“包饺子，包啊包，
包完饺子享美味！”可这饺子
软趴趴的，像个空布袋，站都
站不住。妈妈又笑了：“少放
馅不是不放，来，看我的！”她
耐心示范，我一步步跟着学，
调整了好多次，终于包出一个
像样的饺子。

看着面前一排饺子，有的
东倒西歪，有的挺拔精神，我却
成就感满满。煮饺子时，这些
白白胖胖的饺子像大白鹅，“扑
通扑通”跳进锅里。不一会儿，
一盘美味出锅，冬至的晚上，满
是欢声笑语。

尝到自己包的饺子，幸福
在心里化开。我也明白：很多
事看着简单，实则需要用心
学、耐心做，才能真正做好。
这顿饺子包出了美味，更包出
了成长的滋味。

指导老师 陈雅丽

我学会了包饺子

郭靖彤（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五年3班）
指导老师 杨华丽

林雪颖（晋江内坑三民中心小
学五年3班）

每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
悄然爬上窗帘的褶皱，那熟悉
的声音便会在我耳边轻轻响
起：“起床了，宝贝！”爸爸的声
音，宛如春日暖阳，温柔地洒落
在我的耳畔，将残留的睡意一
一驱散。

记得有个清晨，窗外还未
传来蝉鸣，我正沉浸在甜美的
梦乡。爸爸的呼唤，像一只无
形却轻柔的手，悄然摇醒我的
意识。我眷恋着被窝的温暖，
把脑袋使劲往枕头里埋，试图
隔绝这份温柔的“打扰”。然
而，那声音仿佛带着魔力，穿透
层层阻碍，执着地钻进我的耳
朵：“再不起床，早餐可要凉
啦！”

我嘟囔着翻过身，偷偷看
向床边。爸爸穿着浅蓝色的家
居服，站在晨光中，嘴角挂着温
和的笑，眼中满是期待。他轻
轻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刹那
间，金色的阳光倾洒进房间。

“看，多好的天气！”他的声音带
着雀跃，“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咱家小太阳也该起床啦！”

在爸爸的鼓励下，我慢悠
悠地坐起身，揉着惺忪睡眼。
爸爸立刻递来叠得整齐的衣
服，笑着说：“今天有你爱吃的
煎蛋，洗漱完快来尝尝！”我看
着他转身走向厨房的背影，晨
光勾勒出他温暖的轮廓。

日复一日，这充满爱意的
呼唤从未间断。有时我会觉得
爸爸唠叨，可每当听到这熟悉
的声音，心里总会涌起暖流。
这声音蕴含着爸爸对我的爱与
期待，他用这种平凡而朴实的
方式，教会我珍惜每一个崭新
的清晨。

如今，每次听到那声“起床
了，宝贝”，我都会充满元气地
迎接新的一天。因为我深知，
这简单的呼唤背后，是爸爸无
尽的牵挂，是我成长路上最动
听的旋律。

指导老师 李丽美

晨光里的呼唤
张梓煊（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六年2班）

岁月如一卷缓缓铺展的长轴，等待恰似其中一方
意味深长的留白。我家小院中那棵波罗蜜树，深扎泥
土，在阳光雨露中挺立，它静默的年轮里镌刻着时光，
亦陪伴我由童稚走向少年，让我日日仰望它枝叶繁茂
的梢头，期盼着累累硕果挂满枝丫的那一天。

儿时等待浸满天真趣味。我总绕树嬉戏奔跑，不时
踮脚仰望浓密枝叶，盼望着那甜滋滋的滋味快些到来！

“谁家的小馋猫又流口水啦？这树结果还早着呢，大热天
非得在树下晒着看。”奶奶一面嗔怪，一面却总是摇着蒲
扇为我送来习习凉风。然而一场骤然而至的暴风雨搅碎
了这份宁静，狂风席卷村庄。我在窗边目睹树冠在风雨
中痛苦地摇摆，枝叶纷纷折断。奶奶却抚着我的背，语气
平和地说：“孩子，风雨越急，结出的果子才越甜。等雨歇
了，在树身上划几道口子，它反倒能长得更结实。”

我牢牢记住了奶奶的话，开始精心照料波罗蜜树：
修剪残枝、施肥浇水……日子在盼望中悄然流淌，树皮
伤口处终于悄然萌出点点新绿，如同大地在晨光中吐
露的崭新诺言。

有一天，我再次踮脚凝望，枝头赫然悬着青涩的果
实，在风里轻轻摇荡，仿佛低语着生命成长的秘密。这
场漫长的守候，让我在品尝甘甜时更懂得了甜蜜的深
意——原来最珍贵的礼物，并非最终捧在手里的果实，
而是风雨中那含泪的凝视与不弃的陪护。

小院的波罗蜜树，终以累累甜蜜回赠岁月，那每一
道愈合的伤痕，都默默昭示：唯有被风雨洗礼过的期
盼，才真正懂得何为丰饶的滋味；那由等待本身所酿出
的醇厚回甘，正是生命悄然成熟时献上的珍贵礼物。

指导老师 肖琼娥

等待

吴政涛（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四年级）
指导老师 陈雅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