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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
蓬华中心小学蓬岛校区

龙门小学
龙门小学

盐露豆干
小记者 郭佳霓 指导老师 陈丽芳

“金淘盐露豆干，2包 9元……”听
着这从喇叭里传遍大街小巷的叫喊
声，让我想起了盐露豆干的味道，真让
人垂涎三尺。在南安，说起金淘盐露
豆干，可谓是家喻户晓。今天，我们小
记者走进金淘阿兵哥豆腐作坊，参观
盐露豆干的制作工艺。

一下车，一股浓郁香醇的豆香味
迫不及待地钻进我的鼻子里。这么
香、这么好吃的豆干，究竟是怎么制作
的呢？带着心中的疑惑，我们走进作
坊。瞧！首先要精挑细选饱满的黄
豆，浸泡一个晚上，隔天黄豆就会像小
小的气球一样涨起来。捞出黄豆放进
石磨里，磨出豆浆。然后把所有的豆浆
倒进锅中，在锅中，它们开心得冒起了
小泡泡，你争我抢，好像在欢迎我们的
到来。过滤出豆浆，清理豆渣，点卤，
放置一段时间，倒出来，一块洁白无瑕
的盐露豆腐就出锅了，但是它们也“怕
冷”，得赶紧披上一层“衣服”，让它们好
好地睡一觉，第二天就成形啦！拆开

“衣服”，就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品尝盐露豆干，黄色焦脆的外衣，

洁白无瑕的内里，香气刺激着我的味
蕾，让人赞不绝口！

怎么样？听了我的描述，你喜欢
上金淘盐露豆干了吗？

南安金淘一日游
小记者 郭海宸 指导老师 洪小梅

今天，在老师的带领下，我和我的
小伙伴们出发了，这次我们的目的地
是金淘。

旅途的第一站是金淘阿兵哥豆
腐作坊。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作人

员是怎么把黄豆一步一步加工成各
式美味的豆制品的，我心里不禁感
慨：原来最平常的豆腐需要经过这
么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原来一颗颗
不起眼的豆子经过劳动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竟然可以做成这么多美味
的食物。金淘豆腐作坊的参观，让
我意识到自己平时浪费粮食的行为
很可耻，因为它们都是劳动人民的
心血，我决定以后要改变挑食偏食
的坏习惯，珍惜粮食。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泉州华侨革
命历史博物馆。这里记载了很多革命
先辈的光辉历史事迹。通过参观，我
知道了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伟大的中华民族革命先驱；叶飞同志
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
我们中国伟大的开国上将之一，是久
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有革命先
烈叶炎煌同志，1909年出生于大田县
一个医药世家，1927年在厦门求学时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掩护地下
革命活动身份暴露被捕，同年 10月壮
烈牺牲，时年26岁。

参观完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
馆，我明白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以后我要多读历史，牢记历史，因为我
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很多革命前辈用
鲜血及生命换来的。

豆干诞生记
小记者 郭佳璐 指导老师 杨少华

“金淘豆干为什么这么出名？”“盐
露又是什么？”带着各种疑问，我们走
进了豆干生产车间，感受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金淘阿兵哥盐露豆干。

走到店门口，一股浓浓的豆香扑
鼻而来，大家情不自禁地深吸口气，让
豆香吸进体内并迅速传遍身体的每一
个角落，浑身顿时充满劲儿！

豆腐作坊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讲解
了豆干的制作方法：浸泡黄豆，筛去杂
质，磨浆，煮浆，豆渣分离过滤。接下
来，就进入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技术
环节——点卤。传统豆干的点卤液是
石膏，而金淘豆干则采用盐露。盐露
制成的豆干比石膏更环保健康，更入

味，易于保存保鲜。点卤讲究手上功
夫，是做豆干成败的关键，全凭师傅的
经验。点卤后的豆浆就不能再搅动，
需经过10来分钟，让其继续凝结，充分
凝固。凝固完成，最后切块再用纱布
包成块状，大功告成。

金淘豆干看着做法简单，但只要
有一个步骤做错了，味道就不会那么
咸香爽口，可见美味的豆干是多么来
之不易啊！煮好后，我们品尝了一口，
满满的豆香味，咸香爽口，硬中带韧。
我想：小小的一块豆干凝聚了多少劳
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呀！相信在金淘
人民的努力下，金淘盐露豆干将一直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油画之旅
小记者 邹烨萍 指导老师 王文玲

期待已久的小记者活动终于开始
啦！今天，我早早地来到亿辉油画与同
学们集合。

走进公司大门，两侧墙上的挂画立
即吸引了我们的眼球。“这是五里桥，我
去过。”“这是清源山，我也去过。”在公
司的大厅右侧有幅巨型油画——《中国
东亚文化之都—泉州 18景》，呈现出泉
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我们深深被画里
的风景吸引住，仿佛此时置身其中。

接着，工作人员带我们来到了会议
室，并向我们介绍了亿辉油画的创业历
程。听完介绍，我们都按捺不住，迫不
及待地想去展厅参观油画作品。

来到展厅，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油
画，仿佛进入了绚丽多彩的世界。我最
喜欢的是一幅手绘油画，画的是乡村人
家的情景，一条河上漂浮着几条木船，
这幅画简直栩栩如生，不知道的人还以
为是一张照片呢！可见这些画师技术
特别高超。

最后，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去参观绘
画车间，画师们正在认真工作呢！他们
画得栩栩如生，风格独特，那熟练的绘
画技巧和恰到好处的色彩搭配让我惊
叹不已，但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
水，我们却没有看到。都说“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努力总会有收获的，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通过这次参观，我们不仅了解了油
画的工艺，还学会了持之以恒。

参观油画
小记者 李思琪 指导老师 王文玲

今天，小记者来到了期待已久的油
画世界——亿辉油画工艺有限公司。

一进大门，一幅名为《中国东亚文
化之都—泉州 18景》的铝板画映入眼
帘。漫步在艺术长廊里，我们看到了琳
琅满目的绘画作品：美轮美奂的传统油
画，立体有趣的创意装饰画，个性鲜明
的金属艺术画……第一次如此零距离
被艺术所包围，我们流连忘返。在工作
人员的讲解下，我知道了油画可以用来
做创意装饰画，还可以创造出摩托车、
吉普车、莲花、观音像等不同的形象，让
人赞叹不已。

逛完展厅，我们都对画作背后的画
师们产生了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
的呢？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
公司车间，只见画师们坐在画架前忙碌
着，有的专心画画，有的低头调配颜
料。我们都被画师们专心致志的神情
感染了，便自觉放缓脚步，静静看着画
师们工作。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了油画的制
作过程，体会到每一幅油画都是汗水的

结晶，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要学习“油
画精神”，精益求精！

油画的魅力
小记者 陈子洋 指导老师 王文玲

一提到画画，我们会想到蜡笔画、
水彩画……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还有
一种画叫油画，今天我有幸一睹它的
真容。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亿辉
油画二楼展厅，刚进展厅，就感受到一
股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的油画
琳琅满目，最令我着迷的是一幅画中的
大象，它伸起鼻子，露出锋利的象牙，生
气地瞪着前方，活灵活现，仿佛就在我
的面前，让我害怕地退后两步。

继续向前走，我发现了一幅描绘
秋天的画，道路两旁有许多金黄金黄
的叶子，一片片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
为大地铺上了一条金色的地毯，两只
小鹿则在小路上嬉戏玩耍，让人感到
几分秋意。

最后，我们走进公司车间与油画师
们近距离接触交流。画师们非常认真，
连画上一点点的小缝隙，也会小心翼翼
地涂上颜色。他们的一丝不苟，让我太
佩服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还没欣赏
够油画，活动就结束了。这次参观让我
深深地折服于油画的艺术魅力。

在我的记忆中：一座青山、一泓清水、一片
绿地，地里种着郁郁葱葱的青菜，能呼吸到大自
然的新鲜空气，这就是爷爷的菜园子，我放假时
常去的地方。

走进菜地，映入眼帘的是绿油油的禾苗，右
边有一棵棵像士兵一样的大树，它们已经 300
多岁了，树枝低垂下来，就像老人的胡须一样。
左边有一大片的香蕉林，平时我会和小伙伴们
一起玩捉迷藏，有的躲在树后，有的躲在泥土
里，好像和泥土融为一体，不仔细看，还以为是
发着彩光的石头，常常把抓的人急得团团转。

爷爷的菜园子是我心情的调节器。每当我
不开心或烦恼时，一走进菜地，看着红彤彤的西
红柿、绿油油的青菜，还有金灿灿的油菜花，烦
恼就通通消失了。

爷爷的菜园子还教会了我很多知识。有一
次，老师问我油菜花长什么样子，由于我在菜地
里经常接触，所以我告诉老师：“小小的花瓣，由
绿色枝条支撑。”老师给我竖起了大拇指，同学
们也纷纷称我为“博士”。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这充满温馨的小
小天地里，慢慢地长大了。我爱这小小的菜园
子，因为这里留下了我幼时的天真，童年的欢
乐；我爱这小小的天地，因为它还将伴着我成
长，伴我走向新的旅程。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
乐园。

暮春的暖阳，金灿灿，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暮春的花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暮春的细雨，雾蒙蒙，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暮春的和风，暖烘烘，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初夏的色彩，郁葱葱，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初夏的鸣蝉，流响中，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初夏的人们，美画卷，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初夏的梦想，声中现，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体验非遗文化 接受红色教育
3月，蓬华中心小学蓬岛校区72名小记者开启游学之旅。第一站，小记者前往金淘阿兵哥豆腐作坊，

参观豆腐生产车间，品盐露豆干，了解豆腐古法制作工艺；第二站前往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聆听英雄
事迹，重回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参观中，泉籍华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品德和坚贞不
渝的革命精神让小记者们肃然起敬。 陈丽红 文/图

◀小记者合影。

▲参观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

探秘油画公司 发现艺术之美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美的眼睛。”的确，生活中到
处都是美，但该如何欣赏美、感受
美？2月，龙门小学70名小记者走
进水头亿辉油画工艺有限公司开
启一场寻美之旅！

活动中，小记者们欣赏了传统
油画、创意装饰画以及个性鲜明的
金属铝板画……各种风格迥异的
画给小记者们来了一场视觉盛
宴。最后，小记者们还走进公司车
间，与油画师们近距离接触交流。

黄小红 文/图

▼体验包豆腐。

参观作品展厅。

小记者合影。

体验作画。

这幅长城油画真好看。

爷爷的菜园子
第一实验小学 黄熠炜 指导老师 刘文丽

我家养了一只小猫。
这只猫全身黑不溜秋的，四条腿短短的，我

想这就是它显得胖嘟嘟的原因吧。它的眼睛大
大的、水汪汪的，毫不夸张地说这双眼睛占了脸
的四分之三。小小的嘴唇粉红粉红的，耳朵尖
尖的。哦，忘记说了，大人们给这只猫取的名字
是“黑泥”，不过我一般叫它“咪咪”。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猫，它的胃口可大着呢！
咪咪饭量惊人，每顿都能吃一大碗，吃得非

常快，吃饭时还发出“嗷嗷——喵喵——”的声
音，好像在说：“好吃，好好吃呀！”

咪咪和我的关系很好。每天，我放学回家
后，咪咪总是在我身旁绕着圈子，“喵呜，喵呜”
地叫个不停，还会在我腿上蹭来蹭去。那股亲
热劲儿，简直无法形容。不过，咪咪也有调皮耍
赖的时候。散步时，它有时会过分地坐在路中
央，不让我走，直到我发火了，它才抬起它肉嘟
嘟的脚。

咪咪，它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也是我成长路上的好伙伴。

我的动物朋友
东田中心小学 黄思萌 指导老师 尤毅芳

初 夏
第一实验小学 陈梓橙 指导老师 余小欣

在我的家乡南安石井，有一位我们永不忘
怀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1661年 4月 21日，郑成功率领着 2.5万名
将士，乘坐数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地渡海东征，
开始了对荷兰侵略者的正义之战。

郑成功采用长期围困的办法逼敌军自己投
降，在众将士的簇拥下，他站在指挥船上举目四
望，这支前进中的庞大舰队，前后绵延十几里，
风帆蔽日，战旗招展。郑成功看到自己手下训
练的军队纪律严明，军容雄壮，充满必胜的信
心。有一台湾同胞向郑成功献计道：“赤崁城饮
用之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
源，敌军就会不战自乱。”三日后，赤崁城的敌军
果然投降了。当时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
曾撰颂郑成功的历史功绩“开辟荆榛千秋功业，
驱除荷虏一代英雄”。

郑成功是中华民族的杰出英雄和光辉皆
模。他用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崇高爱国主义
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儿女团结一
致，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不息地战斗，并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一个又一
个的伟大胜利！

民族英雄郑成功
南翼实验小学 李双锐 指导老师 李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