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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40场主题实践活动，即将满额！先报先得！
如果你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文字小工匠，或是热爱摄影的小艺术家，或是善于出

镜和口才表达的小主播，南国都市报小记者俱乐部将为你提供全媒体展示平台！
你将有机会在40场实践活动中，和专业记者一起深入采访调研，对话名家大咖、

体验不同职业、参加社会实践……用笔和镜头记录时代的脉搏，发掘身边的故事！

还等什么？

一起探世界！

快来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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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南国都市报小记者全城火热招募中！ 广告

南国都市报南国
学堂习作版等着你的妙笔

文章，千字左右，文体文风不
限，赶快投稿吧……

nanguoxizuo@126.com
投稿邮箱

如想订阅《南国都市报》
可拨打订报热线
66810505

频频回头的人无法走长远之路，而不回头自省的人不仅

走不了长远之路，甚至可能无路可走。人生犹如一场马拉

松，原地踏步和不顾一切往前冲都是不可取的。要懂得什么

时候该加大马力冲刺，什么时候该回头思考策略，要懂得用

回头谱写青春的赞歌。

回头，用坚持奏响人生之歌。屠呦呦在没有先进设备，

研究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面对失败不退

缩，多年如一日，只为治病救人。梵高倾泄的颜料里调和着

自己的血，而画布，不过是他包扎伤口的绷带。他像夸父一

样追逐着太阳，最后在阳光中燃烧倒下。坚持不懈地耕耘才

能迎来收获季节，身为青少年的我们，应在失败中找到解决

问题的正确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体悟坚持的力量，学会回

头，学会“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奏响人生之歌。

回头，要心怀梦想，谱写最美音符。北京冬奥会上

夺得金牌的苏翊鸣，从小就在心中种下金牌梦，为

此他付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两金一银的谷爱凌

更是在训练到骨折的情况下，为了梦想永不

放弃。张桂梅为了让女孩走出大山，一

直艰守岗位，那群女孩更是为了梦想

不服输、不认命。“梦想这条路真

的是无止境，只要一心向前，我相信就会有奇迹。无论有多

少困难，我都不会放弃。”张桂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

的。吾辈之少年更应该为了梦想不放弃。总结过去，展望未

来，谱写最美音符。

回头，直面挫折，奏出青春华章。“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

之以歌”史铁生即使双腿瘫痪，但他一直以泰戈尔的这句话

激励自己，坚强乐观地生活。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面的主人

翁，在归航途中，不断遭受鲨鱼攻击，但他凭着一己之力坚持

战斗，最终顺利回到港口。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个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由此我想到，在求学道路

上，即使有再多的挫折和磨难，我们都不能放弃。学会回头

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努力奏出青春华章。

永恒热忱，遇强则强，永不放弃。在人生道路上，我们要

学会回头，学会从过去的错误中找寻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

题。学会回头谱写青春的赞歌，奏出青春时代的最强音。

（指导老师：王芳）

我最拿手的小本领是吹泡泡糖。

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

突然流行起了吹泡泡糖的小风气，班

级里总有同学偷偷带泡泡糖来教室

“练手”，出于小孩的好奇心，我也加入

了其中。

令我苦恼的是，过了一个星期，身

边的同学再不济都能吹出豆粒大的泡

泡了，只有我，连怎么吹都不知道。糖

在嘴里都嚼没味儿了，还是一个米粒

大的泡泡都吹不出来。小伙伴问我会

不会吹，碍于面子，我只好说：“我就爱

嚼，不喜欢吹。”但我还是打心里希望

自己能吹出大大的泡泡。

放假回老家时，兄弟姐妹个个都会

吹泡泡。我向表姐请教，她却用食指在

唇前比了个“1”，说我问的是机密，就故

作神秘地跑了。我只好失望地上楼看

书，嘴里还不忘嚼糖。说来也怪，嚼着

嚼着，我觉得嘴里的糖越来越韧，用舌

头一顶，嘴唇一圆，“呼——啵！”一个很

大的泡泡冲出了嘴唇，伴着清脆的声音

破开了！薄薄的糖膜粘在我的嘴边，就

像是一圈粉色的胡子。我把糖膜舔回

嘴里，又是一吹，嘿！泡泡吹得更大了，

目测直径约有4厘米。

我只觉得脸热，又吹了几个，每一

个都至少有乒乓球大小。看着嘴里吹

出的泡泡，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立

刻跑下楼向表姐炫耀。看到我吹出的

大泡泡，表姐羡慕地鼓了几下掌，我则

得意地扬起下巴，又吹了一个更大的

泡泡，并开心地“哼”了一声。

经过这件事，我知道了“功夫不负

有心人”的含义，也知道了不管是吹泡泡

糖，还是其他更加厉害的技巧，想要成功

练就，都需要自身的毅力坚持下去。

周末的亲子研学户外游，我们走近海口市龙华区儒黎

村的古法制糖厂。收获满满。

到了村口下了车，导游带着我们走向甘蔗园，并让我

们砍甘蔗。我们争先恐后地拿起刀，我很快把一根又高又

粗的甘蔗砍倒了，妈妈把甘蔗皮削掉，给我分了一节，我咬

了一口，甘甜的汁水从我嘴角流出来。吃完甘蔗，我们又

去砍了许多甘蔗，抱着回到厂房。

这是一座从古至今还保留着纯手工制作的糖厂，并且

这种技术已经选入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来到糖厂门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堆积如山的甘蔗。

我们把手中的甘蔗交给工人师傅，甘蔗送往机器里面。瞬

间，甘蔗汁流进沉淀池，再顺着管道自动流到了“连环锅”

的第一口锅中，开启煮糖的过程。

在“连环锅”屋里，我看到工人师傅拿着大铁勺在锅里

搅动，直至甘蔗汁烧开，通过滤网把锅里的甘蔗汁舀到第

二口锅。一会儿师傅又把甘蔗汁舀到第三口锅里，如此循

环操作，直至第五口锅，甘蔗汁便开始变成黄色的液体。

师傅说：“这是为了让甘蔗汁里面的水分蒸发。”师傅边说

边拿着大勺在锅里搅动，还一边观察着颜色的变化。等到

了第六口锅，锅中的液体已经变成了可以拉丝的金黄色液

体。这时候，师傅手中的大勺在锅里开始频繁搅拌，接着

舀到第七口锅中继续搅拌。这时，锅里剩下的全部是浓稠

状的糖浆。一会儿，师傅快速地把糖浆舀到结晶器里面，

另外四个师傅拿起铲子，迅速地在结晶器里面码平、打散。

我看得入迷了，也跃跃欲试，师傅把他的铲子交到我

的手上。我学着另外几个师傅的样子，有模有样地把糖浆

不停地铲啊！捣啊！其他师傅又换了木槌在糖浆上用力

捣压，我又向师傅借过木槌。木槌沉甸甸的，我费力地把

它拿稳。学师傅们的样子用木槌在已经冷却的糖浆上压

来压去。渐渐地，糖浆磨成糖粉，再用筛网把磨好的糖粉

过筛，筛网下的糖粉就是我们日常吃的红糖了。

这就是古法制糖的传统工艺——“连环锅”制糖。工

序包括榨汁、过滤、熬煮、起糖、成糖。从熬煮到红糖成型，

纯手工完成，不掺杂任何添加剂。

红糖在悠悠岁月中重复着古味，一度成了海南人制作

年糕、糖水面、姜糖水等传统食物的灵魂。

“丹砂灼烧春韵披，翡翠片片醉人心”。回家路上，红

糖的香甜还在我的舌尖回味着。 （指导老师：黄恒宝）

“回头”谱写青春赞歌
海口山高高级中学高二（14）李培涛

我的拿手好戏
——吹泡泡糖
三亚市第九小学友谊校区
六（8）班 符语涵

古法制糖
海口市美苑小学六（4）班段胜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