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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霞美中心小学
霞美中心小学

李贽故居观后感
小记者 许冰颖 指导老师 陈艳璐

同学们，李贽这个文化名人你们
有听说过吗？

今天，我们来到了李贽纪念馆，了
解他的生平事迹。李贽自幼聪明好
学，7岁时就能写文章，12岁时就完成
了处女作《老农老圃论》。这篇著作
里，李贽提出要尊重劳动人民，抨击不
劳而获的人，小小年纪的他就有着同
情劳动者的仁爱之心，当时私塾老师
对他大为赞赏。

李贽一生坎坷，秉性刚直，留下
大量著述，以其“颠倒千万世之是非”
的英勇气概，猛烈抨击以程朱理学为

代表的封建伦理说教，反对把孔子的
是非观作为是非标准。他反对封建
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男尊女卑，
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假道学，提倡“童
心说”；心怀百姓，为政清廉。李贽背
叛了“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士
子之道，走上了与封建专制决裂的道
路，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
横遭迫害。

了解完李贽的生平事迹，我们一
起去看看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是在怎样
的地方读书学习？走进白云寺李贽读
书室，这是一间大约45平方米的厢房，
一进门便可看到一座雕像，李贽拿着
书坐在书桌前认真阅读，桌上还陈设
着文房四宝，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文
化气息。小记者们默默地整理了一下
衣冠，安静地走到李贽先生的雕像前
鞠躬，表达了自己对李贽先生的崇高
敬意。

通过参观李贽的故居，了解他一
生的事迹，我们感受到了不畏强权，不
畏传统观念，只唯真理，只唯众生平等
理念的可贵。

睹李贽公祠风采，传承前辈精神
小记者 章雅晴 指导老师 陈清娥

今天，我们怀着满心敬仰参观了
李贽纪念馆，收获满满，下面就让我来
为大家介绍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吧！

李贽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文学
家、史学家，祖籍福建南安榕桥，出生
于 1527年 11月 9日，他 6岁时母亲已
身亡，7 岁随父在泉州城内读书。26
岁那年考中了乡试的举人，29岁开始
做官。穷困的生活磨炼了李贽，他不

怕穷、不怕苦，一心追求真理。76 岁
时遭朝廷迫害，在通州被捕，愤而自
刎于狱中。李贽一生反伪道学，反思
想固化，最后以死控诉统治者的逼
迫。李贽死后，被葬在通州北门外，
后人为其立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
历经风雨，现在仍然竖立在通县，象
征着几百年前这位反道学斗士铮铮
铁骨，堂堂正气。

在讲解员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了
李贽充满传奇的一生，他有着另类的
讲学方式：别的先生只收男生，他偏要
男女一起教；别人要求孩子走路要轻，
说话莫大声，而李贽偏要他们蹦蹦跳
跳翻跟斗，大声读书震天吼；别人教书
要白天，李贽要求孩子白天帮大人种
田、种地，夜晚听他讲学；别人教书专
讲“四书”“五经”，李贽专教实用的知
识，还经常出谜语逗孩子玩。

从李贽的事迹中我深刻地感受到
了李贽的勤学好思、敢于批判的精神，
这不断激励着我，让我努力向上，奋发
学习。

参观李贽纪念馆
小记者 王应杰 指导老师 陈清娥

今天，大家早早来到学校门口集
合，因为我们小记者要到榕桥参观李
贽纪念馆。李贽是明末一位著名的思
想家，他的影响力已超出了国界，至今

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仍熠熠生辉。
走进纪念馆，细听老师的讲解，我

们大概了解了李贽的一生。李贽生于
明嘉靖六年，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
年），乡试中举。历任河南辉县教谕、
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礼
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云南
姚安知府。54岁辞官，过起居士式的
隐逸治学生活。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元），自刎而死。

李贽幼年丧母，随其父读书。根
据史书记载，他从小倔强，善于独立思
考，不信神佛道统。12岁时所写的《老
农老圃论》，就提出为人应学农学圃，
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的错误
思想。出仕为官后，他始终坚持自己
的理念，不为时势所左右，勇于走自己
的路，直到生命的尽头。

通过学习李贽的生平事迹，我感
受到了李贽的坚持理念，毫不掩饰自
己个性的可贵精神。

大米的自述
院前小学 叶甜 指导老师 林欣欣

嗨，大家好，我是南方大米，我还
有另外两个家族朋友——北方大米和
进口大米。

别看我们形状都差不多，实际
上我们还是有些区别的：南方大米
细长，热量低而黏性弱，北方大米椭
圆，热量高又黏性强，进口大米则更
苗条。

有人认为我们稻米生产过程非常
简单，不，你错了。我们要经过几大步
骤：先整地和育苗，然后插秧、除草、除
虫、施肥，最后才有收成。收成之后还
要经过加工：清理、砻谷及谷糙分离、
碾米、色选分级、抛光，最后蒸煮之后，
才能成为你们面前一碗清香扑鼻的米
饭。我们不仅能做成米饭，还能做成
其他美食：元宵的汤圆、端午的米酒和
粽子、七夕的糖粿、腊八节的腊八粥
里，都有我们的身影呢！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为了便于耕
种和进行大米加工，还制造了许多传
统工具，其中就有骨耜、耖、犁、耘耙和
打谷桶。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是
无穷无尽。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大家要珍惜粮食，
记住劳动人民的辛苦，从小做起！

大米们的对话
院前小学 李羽晴 指导老师 林欣欣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粒来自南

方的大米。这是我的两个好朋友，他
们分别是北方大米和进口大米。”“南
方米，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北方米说
道。“还是有些不同的，作为南方米的
代表，就让我来说一说我们的区别：你
们北方米圆圆的，我们南方米是细长
的，进口米的身材比我还苗条，我们口
感上也有区别。”

“那我们是怎么种的呢？”北方米
嚷道，“我们的前世今生又是长什么样
的呢？还有谁是第一个尝到米的呢？”

“别急，请听我细细道来。”南方米慢条
斯理地说，“我们都要经过春耕、夏种、
秋收、冬藏这 4个阶段。这期间，春耕
夏种最为繁杂，需要整地育苗、插秧、
除草、除虫、施肥。”南方米接着说道，

“稻谷一开始是黄色的，剥完壳后是比
黄色还白一点儿，再剥下去就是大米
了，干燥筛选，去壳就能尝到香喷喷的
米饭了。第一个尝到大米的是神农
氏，在7000多年前就发现了稻米。”

“现在都用现代化科技种植生产，
不再使用简陋的耕耘工具了。”北方大
米补充道，“10月 16日是国际粮食日，
我国人民能吃饱饭，还要感谢一个人，
袁隆平爷爷，他的潜心研究发现了杂
交水稻，提高了稻谷亩产量”。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都要珍惜
每一粒米，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爱粮
节粮的模范吧。

参观金穗米业有感
三乡小学 张苧苧 指导老师 洪小琴

“千里稻田万谷粮，精耕细作金穗

香。”今天，我们来到了官桥镇金穗米
业，了解一粒米经历的所有旅程。

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我们来到
大米存储仓库，可能很多同学都没有
见过稻谷，我就是其中一个。稻谷外
壳坚硬，徒手很难剥开。当大货车卸
货时，那可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只见稻
谷从货车中流了出来，瞬间就像流金
一样。有的人觉得大米无色无味，那
就错了。大米可是有味道的，当你进
入金穗米业的大米存储仓库，你就会
闻到一股米香。

来到二楼展厅，我们观看了一部
影片，影片展示了米的加工过程。你
们是不是也想知道大米是如何加工
的？我来告诉你们吧。农民伯伯要先
整地，然后育苗，等苗长大后再插秧。
你别以为插秧完后就可以坐享其成
了，这之后农民伯伯还得帮忙施肥，除
虫除草。等稻谷熟了还得收割，晒干
去壳，这样子才有我们现在的“盘中
餐”，真不容易呀！

我们要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辜负
劳动人民的辛苦。

“丁零零……”下课铃声响了，我们小记者
团带着愉快、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南安农商银行
码头支行，开始了采访之旅！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三楼会
议室，同学们左顾右盼，大家对这陌生的环境都
感到十分好奇。

经过工作人员的讲解，我们才知道，我们了
解到银行的类型有很多种，例如：中央银行、政
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世界银行等，而
南安农商银行属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金融
机构，提供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

接着，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由自然货币到
人工货币的演变，最早的自然货币就是我们
常见的贝壳，所以关于钱财的字大多是贝字
旁。最早的统一铜币是圆形方孔半两钱，之
后金属货币向纸币演变，就有了现在的纸
币。讲解完，工作人员还教我们如何辨别真
假币。最后，我们还进行了一场点钞比赛，在
这场比赛中，银行工作人员教给我们许多快
速数钱的方法。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我不仅学到
了许多关于银行的小知识，还学会如何辨别
真假币。

春和景明，又至清明。往年的清明时节，
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徒步去烈士墓祭扫，今年受
本轮疫情影响，我们只能在网上祭扫英烈，向
英雄们致敬！

回首过去，百孔千疮的旧中国在我们心中
留疤，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
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浴血奋战、前赴后
继，在革命的道路上写下壮烈的篇章。

今天，我们通过书本、报纸杂志、电影等，知
道了无数英雄的感人事迹。他们以炽烈的爱，
捍卫祖国山河，以坚定的信仰、不屈的灵魂，让
中国人民挺直了脊梁。当我拿起课本重温《我
的战友邱少云》时，泪水如同开闸的洪水般涌
出，邱少云同志钢铁般的意志、宁死不屈的精神
令人震撼！

1952年10月中旬，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
中，邱少云同志所在营奉命担负潜伏任务。执
行任务中，邱少云同志在距敌前沿阵地60多米
的草丛中潜伏时，敌人突然向潜伏区逼近。为
了掩护潜伏部队，指挥所命令炮兵对敌人进行
打击。敌人遭受打击后，出动飞机侦察，盲目发
射燃烧弹。邱少云同志在潜伏中被燃烧弹点燃
了棉衣，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为了不暴露潜伏
部队，他咬紧牙关，双手深深插入泥土中，用惊
人的毅力忍受剧痛，任凭烈火慢慢折磨他的肉
体，消耗着他的生命。无情的烈火在他身上整
整燃烧了30多分钟，邱少云同志如一尊铁打的
雕像，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那年他才 26
岁。读到这里泪水早已模糊我的双眼。

江山不负英雄泪，如今这盛世如您所愿。
展望未来，我们是新时代河流里的一朵浪花，我
们一定会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传承时代英雄的
红色基因。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先辈不朽，精
神永存！

参观农商银行
码头中心小学 刘钊昕 指导老师 戴艺兰

先辈不朽，精神永存
第二实验小学 戴梓涛 指导老师 黄黎弘 林小峰

寻李贽足迹 做勤学少年
1 月，霞美中心小学 70 多名小

记者分批次走进大思想家李贽的故
乡榕桥，追寻李贽的生平事迹，学习
李贽先进思想文化。走访中，李贽
先生强烈的进取精神让小记者们深
受触动，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家
国情怀。 陈丽红 文/图

讲解员介绍李贽思想。

小记者在李贽雕像前合影。

小记者探访南安名人李贽。

院前小学
院前小学三乡小学
三乡小学 探寻一粒米的生命历程

“大家快来看啊！里面有好多品
种的大米！”2 月，院前小学和三乡小
学43名小记者走进官桥金穗米业，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记者先后参观
了油画文化墙、大米仓库和粮食教育
基地。小记者们一边参观、一边听讲
解，还通过观看宣传片直观地了解了
一粒米的生命历程，一起来看看他们
都有哪些收获吧！

陈丽红 文/图

原来稻谷长这样的。

小记者参观谷仓。

小记者认真记录。

“苦中作乐，才是士的本质。生逢乱世，即
使命运如蝼蚁，但仍有人心向光明！”

今天是清明节，我怀揣着对革命先烈的缅
怀之情又观看了一遍《觉醒年代》，这剧看得我
热血沸腾，感慨万千……

《觉醒年代》这部剧主要以1915年《青年杂
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
关刊物为主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讲述了觉醒年代的社会风情和人生百态。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
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干，谁干？我
们不说，谁说？”“他们可以抵挡天上的太阳，但
他们却无法抵挡民主的光芒。”

在这些台词中，每个人物的形象都被刻画
得很鲜明：有仗义疏财、坚定果断的李大钊；有
卓尔不群、孤傲犀利的鲁迅；还有英姿勃发、书
生意气的陈廷年……

当时的中国被封建制度所控制，就像被一
层厚重黑乎乎的乌云所笼罩，而他们用力地去
撕开它。终于，在一代代热血青年的共同努力
下，中国重见光明！

这部剧让我看到了中国的脊梁，看到了一
个充满生机希望的时代。百年前山河破碎，百
年后国泰民安。或许有人会说：“《觉醒年代》为
什么没有后续呢？”我认为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
他们故事的续写，今日的中国，今日的繁华盛
世，看！革命先烈们，你们做到了！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
们必将追寻先烈们的足迹勇敢前行，好好学习，
将来为建设祖国作贡献！

观《觉醒年代》有感
蓬华中心小学蓬岛校区 郭劲源

指导老师 郭森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