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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海峡两岸（泉州）农产品
采购订货会 9 月 7 日-9 月 9 日在南安·
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兴业银
行南安支行主动响应，积极与南安市金
融办对接并参与 9 月 7 日举行的“金融
服务及乡村振兴”政银企对接会。此次

对接会旨在解决两岸农企的需求，完善
强农惠农富农体系，提升金融支农、服
农水平。

在此次政银企对接会现场，兴业
银行设立了服务展台，展示涉农金融
产品，为参展农业企业、农户提供信贷

业务咨询，了解需求并做好产品及人
员对接。

农企与银行间达成资源共享和协
同合作，对农业企业发展壮大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在去年推出“泉茶贷”

“福茶网-茶农贷”等乡村振兴涉农产

品后，兴业普惠贷、快易贷、快押贷、合
同贷等兴业小微线上融资产品相继上
线，通过线上申请，方便农户以最快速
度解决资金需求。

在“农订会”期间，结合 9 月份“金
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

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兴
业银行南安支行还组织安排工作人员
到各参展区发放金融数字化、存款保
险、反假币及防范电信诈骗等宣传折
页，普及金融常识，理性投资，防范风
险，助力乡村振兴。

“农订会”期间兴业银行开展涉农金融产品推介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陈丽红 文/图

7月，码头中心小学 30名小记者走
进码头镇侨史馆，图、文、影像组成的
一幕幕“画卷”，生动再现了码头镇侨
胞在海外艰苦奋斗的创业历史和奉献
祖国、回报家乡的家国情怀，让小记者
们感动不已。让我们一起跟随小记者
的脚步，看看侨胞们都为祖国家乡做
了哪些贡献。

走进侨史馆
小记者 黄子轩 指导老师 叶贵彬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来到了码头侨
史馆，学习华侨精神。

一进入侨史馆的大门，映入眼帘的
是镌刻在墙壁上的文字：“华侨一个最重
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
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
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
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
梓、心系中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了一张一张
的照片，讲解员讲解道：华工下南洋遭到
了虐待、折磨，但他们为了家乡亲人的殷
切期盼，再苦也坚持下去。经过几年十
几年的打拼，才在当地争来一定的社会
地位。他们凭着智慧安身立命，虽然在

海外，但仍不忘祖国。继续向前走，我们
看见了一堵墙，墙上挂着很多爱国华侨
的照片和简介，这些爱国华侨在海外筚
路蓝缕，艰难创业，有了成就后，再把大
部分的钱捐赠给自己的家乡。

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我们来到另
一个展区，看到了以前海外华侨给自己
家乡亲人寄的信。在闽南语中，“批”字
意思是书信，“侨批”是海外乡亲寄的
信。侨批局是为华侨通信汇款服务的
经营机构，侨批局工作有信款收集、头
寸调拨、承转、派送解付四个环节。馆
内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把老式铁铸
理发椅，这把理发椅是华侨雷永习先生
购置并带回码头理发店的，经三代人使
用，至今已逾百年。

此次参观活动，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们不仅知道了以前侨胞艰苦奋斗的
历史，更领略到了“爱国、爱乡、爱业、爱

俭”的南安华侨精神。

游码头侨史馆
小记者 黄启煊 指导老师 陈雅昕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来到了码头侨
史馆参观。

到达目的地，一幢闽南建筑风格的
小楼映入眼帘，颇有年代感，这正是码
头侨史馆。码头侨史馆是一张特色鲜
明的“华侨名片”。走进馆内，一个个版
块、一张张照片无声地讲述着侨胞们爱
国爱乡、奉献当地社会的感人故事。多
年来，他们为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医
疗及教育事业做了突出贡献，也为家乡
的经济腾飞做出了贡献。

在“侨界杰出人物”版块中，我们看
到了一些著名华侨人物，有戴金华、吴记
藿、刘享赙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戴金

华，他是南安码头大庭村人，清同治二年
（1863）生。七岁入塾，14岁随兄到菲律
宾学商，1925年开设和联发布庄，渐成
富商。他善于为侨众排忧解难谋福利，
被推举为福联和布商公会会长，连任10
余年。他还积极响应孙中山号召，1909
年率同志脱离宪政会，加入普智阅书报
社，参与创办《公理报》。出资命其侄愧
生回乡主持创办家乡崇诗学校。

再往前走，映入眼帘的透明玻璃柜
上，存放着几封保存完好的家书，以及
一首闽南歌歌词，这首闽南歌名叫“番
客歌”，篇幅虽不大，却讲述了华侨华人
在海外生活中艰苦奋斗、勤劳简朴的故
事，我品读着这首闽南歌，才知道从前
华侨华人在海外谋生有多么艰难，多么
辛苦。

参观完所有展厅，我们在侨史馆前
合影留念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书法展观后感
小记者 倪铭璨 指导老师 陈秀枝

今天，我们小记者走进南安市文化
馆，参观“墨攻·墨社书法”南安作品展。

跟着讲解员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二
楼，仿佛徜徉于黑白相间的艺术世界
里，独享着翰墨飘香的魅力。

书法展现场，我们先自己观看了几
幅作品，然而并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来，脑
袋内一片空白。不过，经过讲解员的详
尽讲解和分析，了解每一幅作品的特点、
出处、作者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才知道一幅作品要怎么去欣赏。

细细体会，会发现书法作品笔走龙
蛇，蜿蜒灵活。舒展的笔锋贯穿在纸上，
非常洒脱；有的字像苍松、劲枝一样有
力，有的字像黄河水一样气势磅礴；有的
字笔下生花，像朵朵盛开的牡丹；真的是
书画诗文异彩纷呈，美妙多姿啊！这么
多样的书法，弯弯曲曲的字体也别有一
番风格，有连有断的是草书，中规中矩的
是楷书，有粗有细的是行书，真让我大开
眼界！细微精致的小字，虽然细小，却能
感受到书法家的用心，想要写出如此优
秀的书法作品，书法家们要付出多少努
力，多少心血。想到自己平时的书写那
么潦草随意，我深感羞愧。

通过参观书法展，我知道了学习书
法是没有捷径，而在于多看多记、多临
多练，踏踏实实，一点一滴积累。

观书法展
小记者 王世杰 指导老师 叶翠燕

我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有武
术、茶道、剪纸、京剧、书法等。其中，我
最喜欢的就是书法了，因为从小就经常
看见爸爸在家激情洋溢，挥毫泼墨，如
行云流水，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今天，老师带领我们来到了南安市
文化馆，参观墨社书法展。在这里，通
过讲解员的讲解，我们了解许多关于书
法的知识。书法分为篆书（分为大篆和
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五种书
体。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汉字
的表意性及其独特的结构，为书法艺术
提供了前提条件。

我们还知道了楷书端正，笔画变化多
端，给人舒适感和美感。行书流畅，虽无
楷书的端庄，却有风一般的豪放。其中，
最吸引我的还是篆书，我一见它，就好像
看到了古人的生活。幽幽的墨香，反映了
中华人民的睿智。观赏这些作品，就像是
走进了古时的中国，真是墨香四溢！

在这充满了墨宝之香、书法之秀的
展厅里，我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我

想书法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文化的熏陶，
更是一种对待学习的态度，让我们用心
去领会它的内涵，做新时代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

笔秃千管，墨磨万锭
小记者 林以欣 指导老师 叶翠燕

今天，我们小记者走进南安市文化
馆参观书法展，感受书法的艺术魅力。

相信大家都听过大书法家王献之
练字的故事。他的故事常常让我想起
一句名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
穿石，非一日之功。只有像王献之那样
勤学苦练，坚持不懈，最终才能攀上书
法艺术的高峰。

在“墨社书法南安展”上，琳琅满目
的书法作品让我们目不暇接，这些作品
里面有好多种字体：楷书、隶书、行书、草
书……真希望我也能写出一手好字！就
拿其中的草书来说吧，初看潦草，细看笔
迹流畅，如行云流水。竖列整齐，横行凌
乱。直画如剑，曲笔似藤，点若危峰坠
石，撇如兰叶拂风。真是意蕴十足啊！

通过此次参观，我深深感受到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和博大精深，书
法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我们大
家多看多写，多领悟书法的韵味，将这一
文化瑰宝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今天，我们又来抓娃娃啦！橱窗里的
娃娃头大大的，腿短短的，好可爱。我们被
迷得走不动路了。

我们先发现了一只穿着紫色小裙子的
小白鸭。妈妈拿起储值卡，在感应器上刷
了一下，滴的一声，倒计时开始了！我信心
满满，控制着操作杆，移动着上方的夹子。
为了确保夹子在小鸭子的正上方，我左看
右看上看下看，微微调整着夹子的位置。
好，就是这里了！我果断地按下了确定键，
夹子朝小鸭子冲了下去。我睁大了眼睛，
盯紧了夹子行动的方向。哎呀，夹子歪了，
只夹住了小鸭子裙子的边缘。夹子收紧
了，缓慢地上升，小鸭子却留在原地，纹丝
不动。出师不利呀！

第二次，我有点忐忑，小心翼翼地调
整着操纵杆。夹子准确无误地夹住了小
鸭子的头，慢慢地上升。突然，夹子一抖，
小鸭子又掉了下去。我有点懊丧。“这次，
夹住小鸭子的肚子。它的肚子大，不容易
往下掉。”妈妈在旁边说着。我将信将疑，
将夹子瞄准了小鸭子的大肚子。夹子完
美地包裹住了小鸭子，小鸭子随着夹子上
升了。我们屏息凝神，目不转睛地盯着夹
子前进的方向，我们的身体都不约而同地
往同一个角度倾斜了。小鸭子乖乖地待
在夹子上，一动不动，好像在享受这次奇
妙的飞行。啪！到了洞口，夹子松开了小
鸭子。我赶紧弯腰拿出了我心爱的小鸭
子。将小鸭子捧在手上，我觉得它毛茸茸
的，更可爱了。

接着，我和妈妈又抓到了好几只娃
娃。夹子的每一次下降和上升都牵动我们
的每一缕神经。短短的几分钟里，我们激
动着、期待着、担心着、悲伤着，又兴奋着。
在嘻嘻闹闹中，我们忘记了烦恼，也抛却了
忧愁。

看着笑靥如花的姐姐，怀里满抱着我
们的战利品，我们都笑了。真是收获满满
的一天啊！

有的人，对某种事物痴迷到接近疯狂
的时候，这将成为他的一种向往与热爱。
我的老妈对钱就是如此，她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财迷”。

一只皲裂的手在桌子上飞舞着，一
根根手指不停地在一沓皱巴巴的纸币上
拨动着，偶尔还拿手指沾一下舌头上的
口水，然后继续。而她的目光死死盯着
那一沓纸币，紧绷的眉毛始终没有放松，
嘴巴也没闲着“一元、五元、十元……”妈
妈仿佛有了超能力一般，周围的吵闹声
似乎都被她屏蔽了。终于，她的眉毛一
扬，嘴里呼了一口长气，双手紧紧握住那
一沓钱，双眼警惕地看看四周，直到发现
没人注意她的时候，才安心地把钱放入
口袋，往车上走去。我连忙喊住她：“妈，
你要去哪呢？”

她紧张地望了望四周，小声说道：
“嘘！别嚷嚷，我要把这些钱拿去银行存
起来。”

我松了一口气，无奈地劝道：“妈啊，太晚
了，就那几个钱，不用花大心思去存银行。”

老妈听后，突然用恨铁不成钢的目光
瞪了我一眼：“一分钱也是钱，俗话说‘大富
靠打拼，小富靠节俭’，这里足足有五百多
呢，按咱们厂里的计件工资来算，足足要包
100箱的角阀哩。再说了，只有从小钱积
攒起，才能有大钱啊！”说完，她开着车，渐
渐远去。

这就是我的老妈，一个不折不扣的
“财迷”。

老妈的“财迷”，其实也并非一件坏
事。每当家里因缺钱而陷入困境的时
候，她的钱犹如一束光，照亮了我们，解
了家里的燃眉之急。有时，老妈也会用
积攒下来的钱去献爱心。尽管长年攒
钱，但老妈从没有大手大脚花过钱，反
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即使是酷热的夏
天，严寒的冬天，也能在厂里看到老妈
忙碌的影子。她的习惯，深深影响了
我，让我学会了节俭。

这就是我的老妈，一个不折不扣，却令
我敬佩的“财迷”。

□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
南安市第六小学

南安市第六小学

码头中心小学

码头中心小学

“财迷”老妈
第一实验小学 黄荣阳 指导老师 林凤凰

抓娃娃大行动
第一实验小学 陈晟杰 指导老师 陈志鹏

观书法展 让艺术浸润童心

8月，南安市第六小学60名
小记者走进南安市文化馆，参观

“墨攻·墨社书法”南安作品展。
活动中，小记者与墨社21名书法
家面对面交流，通过欣赏一幅幅
经典作品，小记者们感受到了书
法艺术的魅力。大家纷纷表示，
要向书法大师学习，写好中国
字，做好中国人。

陈丽红 文/图

小记者合影小记者合影。。

参观书法作品。

聆听“过番”往事 感受华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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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员介绍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