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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博物馆
小记者 尤钧瑶 指导老师 黄萍萍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
是共产党的100岁生日。在这个特别
的日子，小记者们来到了博物馆参加

“南安红色小讲堂”。
我们首先来到了多功能厅，听洪

秘书长讲叶飞将军一生的经历。我知
道了叶飞将军的故居是在金淘镇占石
村，还知道了叶飞将军和他二哥在抗
日战争中立过许多战功，叶飞将军多
次和日本人战斗，消灭了许多日本侵
略者。故事讲完后，还有 3名小记者
向大家分享其他 3位大英雄的故事。
他们是令人敬佩的英雄，我也要努力
学习，长大了要为祖国多作贡献。

接着我们来到了二楼的展览馆，
这里展出了许多各种各样古代人们用
过的器具。一位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
了这些古代器具的来源和用法。其中

我最喜欢的是陶罐，因为它非常简洁、
朴素，不但小巧，而且十分美观。只见
陶罐口小，瓶身大，但底部又逐渐变
小，颜色是土黄色的，虽然没有任何图
案，但看上去很精巧，不比我们现在使
用的陶罐差，古代人能做出这种小巧
的陶罐，真的是非常有智慧。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活动也接
近尾声，我们在多功能厅留下了一张
张照片，最后依依不舍地回家了。这
次活动让我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学不到
的知识，让我对英雄们也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让我更加热爱祖国，热爱我们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想对中
国共产党说一句：“祝您生日快乐！”

红色小讲堂
小记者 黄家乐 指导老师 刘温

今天，我有幸来到南安博物馆参
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活
动，天气有些炎热，我们心中的激情更

加火热。
首先，洪老师为我们讲述了开国

上将“叶飞”的故事。叶飞生于 1914
年，原名叶启亨，祖籍南安金淘，菲律
宾归侨，十四岁加入共青团，1932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事迹有很
多，但是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带领家乡
福建取得发展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经济薄弱。民
间流行一句话：“福建手无寸，铁路无寸
轨。”全省三分之二的铁路线不通车，于
是叶飞移山填海、劈山筑路，建成厦门
海堤、鹰厦铁路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使福建国民经济得到飞一般的进步，结
束了福建“路无寸轨”的历史。

接着，由我和两位同学为大家分
享了南安的革命故事：《革命烈士李安
驰》《刘定青的抗战往事》《革命烈士郭
子仲》。我们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南安
的革命故事，我们敬仰英雄，学习英
雄，英雄的精神也激励我们逐梦前进。

然后，我们又玩了一个有趣的游戏：
“2021，送你一张船票，穿越百年”。在这
个游戏里，同学们玩得不亦乐乎，答对
了，还能获得一个精美的拼图，在游戏中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的党史小知识。

最后，同学们挥舞着五星红旗同
唱《歌唱祖国》。我们用歌声赞美祖
国，我们用歌声歌唱祖国，我们用歌声
祝福祖国。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南
安的革命历史，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
里的我们，更应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好
好学习，将来做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
的人。

快乐于行，研学于心
晓山小学 黄海威 指导老师 黄鹏举

一张张笑靥如花的脸庞，一
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一句句精
彩绝伦的对话……这就是我回
味无穷的德化之旅。

在德化，我参观了底蕴深
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游历了
心向往之的月记窑，感受了“闽
中屋脊”——戴云山的生态环境，
玩转了神秘莫测的陶艺……

我最喜欢的是参观德化陶瓷
博物馆。当我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来
到博物馆大厅时，眼睛就不知不觉
地盯住了什么，我猛地睁大眼睛，
一个巨型花篮映入眼帘。我手舞足
蹈地惊呼起来：“啊！太神奇了，这
瓷花篮居然如此逼真，简直惟妙惟
肖。”我惊愕于陶艺师炉火纯青的
技艺！

在解说员的带领下，我们从博物
馆大厅往里走，进入各个展厅，观赏
了种类繁多的精美陶瓷，追溯了陶瓷
的起源，了解陶瓷的历史和艺术底
蕴，面对古朴浑厚的瓷器，面对温柔
细腻的画面，我们惊叹不已，每一个
珍贵的藏品背后都有一个历史故事
等着我们去聆听，每一件艺术瑰宝都
值得我们传承。其中，让人印象深刻
的藏品有：何朝宗款祥云观音（明
代）、五彩九龙瓶（清代康熙）、国礼九
龙盛世瓶（现代）等。

从古至今，陶瓷业不断发展，工艺
也越发精湛，让参观过后的我们为之
自豪。不过，感觉走马观花式的观赏
不过瘾，我还想再重看一次，重新听一
次解说员的讲解,重新感受劳动人民
伟大的智慧。

德化之旅
郭前小学 胡天医 指导老师 洪凤英

今天，我带着期待与兴奋，踏上了
前往古瓷都德化的旅程。

经过两个小时的奔波，我们到了
古瓷都——德化。第一站是月记窑，
是德化唯一一家还在用柴火烧陶器的
窑炉。走到它跟前，只见窑炉绵延数
十米，靠在山上，仿佛一条巨龙盘踞在
山上，十分壮观。我们走到顶上，一根
烟囱在中间立着。导游告诉我们：“烧
瓷器的时候，在上面的烟囱可以冒三
四米的火呢！”我们顿时被惊呆了！

午饭过后，我们又驱车前往下一
站——陶瓷实践基地。我们化身陶瓷
小工，用6种颜色给陶瓷上色，我一笔
一笔地涂着，生怕“一失手成千古
恨”。过了一会儿，我们穿上围裙，体
验手工制坯。首先，我们将瓷土倒出

来，揉成团状，放在圆盘
中间，再将手打湿，放
在瓷土上，转动圆盘，
慢慢使坯成形。我一点
儿一点儿小心做，生怕

出了差错，最后，一个美
丽的碗做了出来，真开心。

最后一站是陶瓷博物
馆。刚进门，一个“和谐大花

篮”出现在我们眼前，里面的瓷
花栩栩如生，不仔细看认不出来这是
瓷做的。后面有一面用瓷砖拼成的
描绘制瓷工艺的墙画，一共用了 520
块瓷砖。走进深处，我们一共参观了

唐、宋、元、明、清的 5个朝代的瓷，这
些瓷各有特点，但我最喜欢清代的五
彩九龙瓶。这个瓶子都以金色色调为
主，雕刻有九条巨龙，十分华丽精致，
是古代皇帝才能用的器皿！

参观完了博物馆，我们今天的旅
程就结束了。这一次旅程中，我受益
匪浅，学到了许多书中学不到的知识。

行走瓷都德化
晓山小学 黄祺新 指导老师 黄阿红

一个个古朴厚实的陶瓷，一幅幅
美丽生动的画面，一声声发自内心的
欢笑，一此次神奇有趣的体验，绘就了
我的德化之旅。

不必说种类繁多的精美陶瓷，也不
必说丰富多样的戴云山生态，更不必说
400年炉火不灭的月记窑，光是神奇有
趣的陶艺体验就能让你印象深刻。

一日的德化研学之旅，最让我兴
奋不已的还是体验手工制作带来的乐
趣。来到“如瓷生活”陶瓷馆，还没等
陶艺师讲解时，我们个个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争先恐后地要一比高下。

你瞧，他专注地用手轻轻抚摸陶
泥，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我也迫不
及待地打开袋子，把陶泥放在圆盘
上。“哇！陶泥摸起来真舒服。”我心里
暗自在说。可是，我的陶泥豁口太大
了，怎么也弄不好，于是我向大师求
救。只见大师轻轻一按，一捏，一削，
口子瞬间听话似的缩了下去。我不禁
奇怪。为什么在大师手下，陶泥十分
乖巧，在我手下却像个不听话的毛孩
子？大师似乎看出我的疑惑。他说：

“十年如一日，我坚持了那么多年的陶
艺，才做到这个程度。做任何事也是
这样，要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我似懂
非懂地点点头。

这次德化之行，我们体会到了陶
瓷艺术的魅力！

光阴如流沙，转瞬间 70年划过。在这期间，
中华大地在创伤中不断进行着巨变。您，我亲爱
的祖国，为哺育13亿中华儿女，不断地壮大自己，
您是我们13亿中华儿女最伟大的母亲！

1949年，我们在残垣断壁中坚强地站起来了，
饱经战争和苦难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伟大的祖国
母亲啊，以她健康而坚强的身躯重新屹立在东方。
我知道，当中国这条沉睡的巨龙重新苏醒的时候，她
将震慑四方，那些龇牙的野兽将会落荒而逃！

我虽不及梁启超先生的昂扬斗志，但是我却
深知他所说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
为少年，我同样肩负着富强国家的责任。我常感
叹，我们幸运地出生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但是我们
却不能偏安一隅，应当立志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
任，将梁启超先生那激荡昂扬的民族情怀挥洒在
生活之中，将这饱满澎湃的爱国之风传递向我们
身边的人，时刻准备着为祖国贡献一分力量。我
无时无刻不告诉自己：我，便是梁启超先生笔下的
中国少年，我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

祖国啊，在您迎接崭新的未来时，我们新一代
少年必将奉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奔向小康一直是我们人民百年追求的愿望，
《诗经》中道：民亦带止，汔可小康。为人们生活更
美好，脱贫扶贫才是疗根。

我二爷爷年轻时在工地干活，不小心把腿摔伤
了，从此再也干不了重活，家里的收入越来越少。二
爷爷守着几分薄田，种一些维持家庭生计的稻田。
两间土疙瘩建成的旧房子，风雨之中摇摇欲坠，一家
老老小小五口人，没多少劳动力，又要照顾智力重度
残疾的小儿子，二大妈受不了苦，跟着别人跑了。虽
然一家人的生活有低保维持，但常常捉襟见肘。那
土房子也仿佛被人遗忘了似的。

有一天，一位衣着整洁的年轻小伙子拿着纸
和笔来到我们村调查了解村民们的生活情况。原
来是国家开始实施脱贫攻坚政策，这位小伙子是
扶贫驻村干部。小伙子和村民们同吃同住，日日
夜夜挨家挨户地走访，还常常翻山越岭，鞋子磨破
了一双又一双，皮肤晒得黝黑，笔记本上满满的记
录，标注着哪些是贫困户，哪些是非贫困户，思考
怎么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再回访。

又是一年秋天，村里贫困户的果树不再烂在
土里了，扶贫干部利用微信群、朋友圈、网络直播
等推广方式帮弄助农民出售农产品。村里泥泞的
土路也开始修建，小伙子告诉二爷爷，他可以去果
农家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就这样，二爷
爷的小土房换成了简单又温馨舒适的小平房，生
活也越来越好，逢人就笑哈哈地说：“国家政策就
是好！”二爷爷常常在微信群里感慨永远不忘国家
带给他的帮助，有时情不自禁地笑出眼泪。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是故谋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大同世界是我们的理想，扶贫路上我
们携手追梦，共赴小康。扶贫，力量所在；脱贫，希
望所在；奔小康，目标所在。

□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

晓山小学
郭前小学

从新闻上得知，在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引导
下，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我好朋友小明家，
这两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外公在三明市区卖水果，小明的妈妈在外
公的店里帮工。听外公说，小明家住在偏僻的小
山村里，家里非常穷，奶奶生病卧床，爸爸身体残
疾，家里唯一经济来源就是妈妈微薄的工资。小
明小小年纪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帮家里干家务活。

前两年暑假，我到外公家，小明妈妈刚好带小
明来店里帮忙，他长得黑黑的瘦瘦的。可能是因
为年纪相仿，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成了非常要好的
朋友，一起玩耍。

这几天，我又去了外公家，可是却没看到小明和
他妈妈的身影。外公乐呵呵地告诉我，小明家的小山
村虽然偏僻，但是依山傍水，现在开发成远近闻名的
旅游景点，在政府资助下，小明妈妈开了一家“农家
乐”，小明邀请我，如果来三明一定要到他家做客。“真
是太棒了。”我一跃三尺高，恨不得马上就过去。

第二天，爸爸开车带着我和外公去小明家
玩。沿着崎岖的山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一个
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出现在眼前。在路人指引下，
我们走进一个农家乐，我一眼就认出了小明，他
飞奔过来，用他有力的臂膀把我抱了起来！外公
望着旁边几桌满满的客人，笑呵呵地对小明妈妈
说：“老板娘，生意不错啊。”小明妈妈一边热情
地欢迎我们入座，一边兴奋地说道：“这两年村里
搞旅游开发，多亏政府引导，我们家做起了农家
乐，才能摆脱贫困，得好好感谢党和政府啊!”“是
啊，这些年来，我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呢！”外
公也附和着。

小明说，他妈妈还准备扩大农家乐，买车子，
过两年还要到市区买房子……我有些惊讶，两年
的时间，小明家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回来的
路上，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明家在政府的
帮助下，靠他们勤劳的双手，已经脱掉贫穷的帽
子，全国有一亿像他们这样的农民脱贫了！”我心
里不由感叹，我们中国好厉害！

小明家的变化
国专中心小学 戴涵维 指导老师 黄翠云

新中国，新少年
南安市第三实验小学 吕俊潼 指导老师 吴燕玲

脱贫扶贫，奔向小康
南安市西锦小学 田志锐 指导老师 林远茹、王雅芬

畅游瓷都德化 感受陶艺魅力
近日，晓山小学、郭前小学近百名小记者分批走进千年瓷都德化。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和“月记窑”，小记

者们不仅品读了陶瓷的演变历史，更感受烧制瓷器至今400多年历史的魅力。
走进“如瓷生活”陶瓷馆，小记者们拿起陶瓷坯子和瓷土，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陶瓷上色。一时

间许多水彩笔在制作工坊里飞舞，给原本黯淡无光的陶瓷坯子平添了绚丽的色彩，在制陶师傅
指导下，小记者们端坐转轮前，在推、拉、收、放中握土成器。一天的时间里，小记

者感受瓷都陶艺的魅力，更带着自己DIY的陶瓷作品满意而归。让我们一
起看看小记者的现场收获吧！ 黄小红 文/图

▶小记者体验制陶。

◀观看瓷器作品展示。

第一实验小学
追忆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由中共南安市委党史和
地方志研究室、南安市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主办，南安市博物馆承办的

“南安红色小讲堂”第二讲开讲，南
安市第一实验小学 30 名小记者聆
听了此次讲座。活动特邀南安市新
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洪振天老师讲
述叶飞将军的故事，引导同学们树
立爱党爱国情怀，继承党的优良传
统，从红色记忆、红色资源中汲取精
神营养和动力。

学习传承革命精神，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第一实验小学黄家
乐、刘诺晨、何诗瑶 3 名同学分别
讲述《革命烈士李安池》《刘定清
的抗战往事》《革命烈士郭子仲》
的革命故事。

活动还开了展党史知识竞答活
动，答对问题的同学还能获赠一份
由博物馆创作的精美文创产品，让
小记者们了解更多党的历史。

最后，在经典红歌传唱活动中，
全体同学爱国爱党的深厚情怀被进
一步激发，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党
的优良传统，把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怀通过歌声
代代传递。 陈丽红 文/图

工作人员介绍南安人文历史。

全体小记者合影。

歌
唱
祖
国
，献
礼
建
党
百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