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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

石井中心小学

石井中心小学

今天早上，阳光明媚，天气虽然
有点冷，可我们小记者们却个个兴致
勃勃，来到德皓口腔参加“小牙医，大
学问”的主题活动。

走进德皓口腔门诊，一位牙医阿
姨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热情地欢迎
着我们的到来，并带领我们去认识医
疗器械。牙医阿姨指着一台器械说：

“这个器械叫牙椅，它能上能下，把手
也能上下移动。”说完，阿姨拿起万能
的“三用枪”，向小朋友们一一介绍它

“喷水”“喷气”“喷粉末”的三重奇特
功能。同学们一边认真地倾听着，一
边“沙沙”地在本子上记录着。

接着，我们来到三楼会议室，开
始接受知识普及。老师问我们：“什
么动物的牙齿最大？”大家纷纷举起
了手，老师请了一位男生回答，他答
对了，是亚洲象。教室里响起热烈的
掌声。老师又问：“什么动物的牙齿
最多？”我们又举起了手，这次终于轮

到我了，我也答对了，是蜗牛，它有二
万六千多颗牙齿呢！掌声再次响起
来，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最后，牙医阿姨语重
心长地告诉我们：“吸
吮大拇指、偏侧咀
嚼、咬下唇、晚上
开口呼吸、晚上
不自觉磨牙这
些坏习惯对我
们 的 牙 齿 有
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改
掉 这 些 坏 习
惯。”同学们聚
精会神地听着，第
一次觉得保护牙齿
很重要。

保护牙齿从小做起，
我要改掉我的坏毛病，认真刷
牙，让我的牙齿洁白如新。

第一实验小学

有人喜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的清明节，有人喜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的中秋节，而我最喜欢“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的春节。

每当快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卫生打扫
得干干净净，玻璃擦得透明发亮，像镜子似的。而
菜市场和超市又是另一番景象——那里热闹非
凡，人山人海，人们都兴高采烈地来到这里购置年
货，服务员忙得手忙脚乱、满头大汗。

除夕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在这个辞旧迎新
的时刻，第一件事就是：早上起来家家户户开始贴
春联，要把“福”字倒着贴在门上。爸爸说：“倒着
贴福字意味着福气到家门口了。”接着挂上红红的
大灯笼，迎接红红火火的新年。贴完春联挂好灯
笼后，家里的年味儿更浓了。

到了晚上，爷爷奶奶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年夜
饭，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爸爸说：“远在
他乡打工的人，不管在多远的地方，除夕是一定
要赶回家跟家人团聚的。一起吃年夜饭，表示一
家永远团团圆圆、相亲相爱、幸福美满。”我们一
边吃着香喷喷的年夜饭，一边看着精彩的春节联
欢晚会。我想：这是长辈们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刻
吧！吃完年夜饭后，家家户户开始放烟花了。五
彩缤纷的烟花有的像瀑布，有的像星星，有的像
鲜花……当零点的钟声敲响，千家万户几乎同时
放起鞭炮，一时间，声音如同惊雷般震耳欲聋，烟
花在空中争奇斗艳。奶奶把很多好吃的放在八
仙桌上，摆上香烛、金纸。爸爸说：“这是在敬天
公，祈求来年家人平安。”

到了大年初一这天，我们小孩是最开心的，因
为早上起来妈妈就会给我们穿上新衣服、新鞋
子。然后跟爸爸妈妈去村里家家户户拜年，给他
们送上祝福。叔叔阿姨们会给我们很多好吃的，
等回到家时，我们的口袋都是满满的糖果零食，真
是满载而归啊！

这是我们家乡的年味，你感受到了吗？

家乡的年味
斗南小学 叶梓浩 指导老师 林伟青

走进中宪第 领略砖雕雅韵

红砖文化是闽南建筑文化的重
要代表，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
底蕴。近日，石井中心小学 35 名小
记者走进位于南安石井中宪第的闽
南红砖文化艺术馆，在非遗传承人伍
建东老师的带领下，参观馆内陈列的
明清时期红砖建筑构件及历代红砖
雕刻作品，还有一些融入了现代审美
的当代红砖雕刻作品。一起跟着小
记者去探秘这门古老的技艺，领略雕
刻艺术之美。 陈丽红 文/图

走进艺术馆
小记者 郑淽涵 指导老师 陈小兰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来到闽南红
砖文化艺术馆。

一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
牌子，上面记录着闽南红砖的介绍和
历史。“闽南红砖古件在这里聚合，讲
述着过往的历史和人文，抵抗着时间
的侵蚀。”这句话引起了我对闽南红

砖的好奇。接着我们来到一座由红
砖建起的老房子，一进去，我看见伍
老师正拿着雕刻工具在一块红砖上
雕刻着甲骨文和叶子，同学们看得津
津有味。

随后，我们跟随着伍老师的脚步，
来到红砖文化艺术展览馆，里面摆放
着各种各样用红砖雕刻的作品。伍老
师问我们：“你们知道凤凰这个词里面
有几只动物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一只！”伍老师摇摇头说：“其实是两
只，凤是公的，凰是母的，凤有两条尾
巴，凰有三条尾巴。”最后，伍老师让我
们尝试一下雕刻红砖，我好奇地拿起
雕刻工具在红砖上轻轻地刻了一下，
可是一个痕迹也没有。我再用力一
刻，红砖差点被一分为二。原来雕刻
红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需要有
耐心，还要把握好力度。

通过参观，我认识了闽南红砖的
奇妙，我们应该把这份传统工艺传承
下去！

闽南红砖
小记者 伍之洋 指导老师 陈小兰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来到了位于
南安石井中宪第的闽南红砖文化艺术
馆。

到达目的地，我们首先向非遗传
承人伍建东老师了解了红砖雕刻的基
本知识：一个砖雕作品需要经历选砖、
设计、描线、雕刻、打磨等几道工序。
由于红砖只有一个面是平整的，所以
只能在这个面上雕刻，而且红砖只有
外面是红色的，里面是白灰色的，一旦
雕刻出了点小问题，就只能换一块砖
重新再来。听到这些，我深深地感到
红砖雕刻的不易。

随后，我们来到了伍老师的作品
室，里面的雕刻五花八门：有威武霸气
的青龙，有展翅高飞的朱雀，有威风凛
凛的郑成功……我们一边参观一边聆
听伍老师介绍砖雕艺术作品，感受传
统艺术之美。

通过参观，我深深地感悟到每一
块红砖都记录着一段曾真实存在的生
活。闽南红砖古件在这里聚合，讲述
着过往的历史与人文，抵抗着时间的
侵蚀。它们可以穿越过时间和空间，
为不同时空的人传递雕刻艺术之美。

老房子里的红砖文化
小记者 陈静怡 指导老师 陈小兰

“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
脊”，一听到这句诗，我就想起了我们
家乡的红砖文化。真巧，今天我刚好

来到闽南红砖文化艺术馆。
来到中宪第门前，我仰头一望，这

里的建筑物大多是用红砖和石头砌成
的。通过伍老师讲解，我了解到中宪
第是一座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的宫殿
式府第，整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共有
大小房屋 112 间，由于违制，才佯称

“九十九间”。中宪第的主人是郑运
锦，他原本家徒四壁，后来拾金不昧巧
遇贵人，成为台湾首富，衣锦还乡后，
建造了这座古大厝。郑运锦虽有钱，
但他不乱花钱，这点很令人佩服。“朝
夕克勤，不随风尚”这八字祖训便是郑
运锦用来规范后人的。

接着，我们走进闽南红砖文化艺
术馆，馆内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红砖雕
刻作品，还有一些红砖雕刻作品融入
现代审美。其中，我对“成功精神”这
个作品最感兴趣。“成功精神”所用的
材料是极为普通的闽南老红砖，是伍
老师用刻刀纯手工雕刻的。线条的流
畅，图案的精致，每一个小细节都透露
出伍老师的用心，让人无比崇拜！多
年来，伍老师在中宪第百姓书屋里传
承着这项闽南文化，他技艺娴熟，对砖
雕的态度，就像母亲对待自己孩子一
样，潜心研究，认真对待。

今天我收获满满，开阔了视野的
同时，也吸收了许许多多的新鲜知识。

探秘奇妙口腔世界 爱牙护齿从小做起
你知道自己有多少颗牙齿吗？你每天会把牙齿刷干净吗？一天要刷几次牙才科学？近日，第一实验小学70

名小记者分批次走进南安德皓口腔，变身小小牙医，学习口腔健康护理知识。
活动现场，牙科医生陈凯娟从认识牙齿、刷牙的正确方式、儿童常见口腔问题、如何预防龋齿等方面，为小记

者进行了口腔知识讲座。小记者们听得认真，对医生的提问更是积极回答。通过讲解，小记者们生动地了解到龋
齿的危害，“预防龋齿，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很重要。听了医生的讲解后我才知道，正确的刷牙时间是3分钟。我
以后一定刷够时间，这样我的牙齿才会健康！”活动中，不少小记者都承诺，从今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牙齿。

陈丽红 文/图

爱牙护齿 关爱健康
小记者 陈梓橙 指导老师 潘春玲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为了了解牙
齿的构造，学习爱牙护齿的知识，我
们小记者团来到了德皓口腔门诊开
展了一次关于爱牙护齿的主题活动。

我们首先参观了牙科诊室，在这
里医生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牙椅、口
镜、高低速手机、无影灯、三用枪、吸
唾管等医疗器械，真让人大开眼界。
接下来，医生随机选了一位同学来进
行模拟治疗，生动地演示了各种医疗
器械的使用方法，真让人大饱眼福。
最后，我们来到会议室，认真仔细地

学习了牙齿基本构造，牙齿换牙顺序
等知识，真让人受益匪浅。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
要命。”牙齿虽小，但也是人体构造的
一部分，与人体的健康息息相关。通
过本次活动，我不仅深刻地体会到了
爱牙护齿的重要性，还明白了养成一
个良好的爱牙护齿习惯将受益终身
的道理。所以，我们除了要及时纠正
自身的不良生活习惯之外，更要积极
宣传爱牙护齿的知识，让更多的人加
入爱牙护齿的队伍中来。

小牙医，大学问
小记者 许诗钰 指导老师 刘温 洪丽芬

▲体验小牙医。
▶学习正确

的刷牙方式。

▲牙科医生介
绍检测仪器。

小记者合影。

参观红砖雕刻作品。

（上接1版）

建设深海排放工程

近日，记者来到南安市沿海片区污水处理厂
尾水深海排放工程施工现场，只见海面上有一艘
铺管作业船正在进行管道铺设，一旁的挖泥船、泥
驳船也在有序作业。

该工程位于石井镇西南部和围头湾的滩涂海
域，计划总投资88325.59万元，2条排海管道全长
约21公里，设计污水输量为16万吨/天。

“建设这个项目是为了解决南安市电镀集
控中心污水处理厂、泉州市南翼污水处理厂、

‘泉州芯谷’南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业污水
处理厂、石井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的去
向问题，优化湾区海洋环境质量。”该项目负责
人洪礼义介绍，这一项目的建设将有效保障

“泉州芯谷”南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及华源电
镀集控区的持续发展，是南安市电子信息、石
材陶瓷、水暖厨卫三大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
障要素。

据了解，该项目的实施分陆域段和海域段，
目前均已开工。其中，陆域段新建管道总长 13
公里，于 2021年 7月开工，目前已全部完成。海
域段于 2022年 11月开工，拟新建 2条并行的钢
质海底管道，将污水处理厂尾水输送至海上扩散
口，在管道终端设置两座扩散器进行扩散排放，
单条海底管道长约 10.5公里，单座新建扩散器的
长度149米。

“目前海底沟槽已开挖 6公里。”洪礼义说，
项目范围内的 5 公里至 10.5 公里存在 9 个礁盘
区，因靠近生态保护红线区禁止炸礁，施工难度
大，进度有所缓慢。目前海底管道已铺设 5 公
里，一天能铺设 100-150米。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一直是困扰农村生态环境的顽
疾之一，对此，南安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为了构建“城乡一体化、供排一体化”治理格
局，南安市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统一对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进行“投、建、管、运”，由南安市水
务办负责统一指挥调度全市城乡供水和污水处理
工作。

此外，南安还建成了全省首个农村生活污
水设施监控平台，平台已安装流量计及视频监
控设备 220套，推行“网格+智慧治污”治理新模
式，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网格化社会治理
场景运用项目。按照“一村一策”，全市根据人
口分布情况，实施化粪池管控为主、就地集中
处理为主、纳管为主三种治理路线。目前，全
市三格化粪池为主的无害化卫生厕所 380560
户，普及率为 99.978%，建成运行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 246 座，41 个村庄就近接入城镇污水
处理厂。

本人不慎遗失南安市医院核发的《福
建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住院号：
542297，保险号：350583193602056020，
金额：31304.40元，现声明作废。

陈彩
2023年2月1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