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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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添加客服报名

咨询电话

南国都市报小记者全城火热招募中！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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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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AI点评
文章以“章”为线索，巧妙地将外公的工匠

精神和家教理念融入其中，通过具体的事件
（雕刻印章、赠字）传达出“不怕吃苦，奋勇向
前”的人生哲理。文章结尾略显仓促，外公的
赠字对作者产生的转变方面，若能再通过一两
个实例加以佐证，则能呼应开头描述的作者幼
时的娇生惯养，形成鲜明对比，更能突出外公
言传身教对作者成长的深刻影响。

小时候，有一种糖甜而不腻，清新爽口，那就是外婆

亲手制作的冬瓜糖。每当冬日寒风凛冽，外婆总会忙碌

起来，为我们准备这份甜蜜的暖心礼物——冬瓜糖。

冬瓜糖的制作过程颇为简单，却需要耐心和细致。

首先，外婆会从菜市场挑选一个硕大的冬瓜，削去皮，切

成薄片，再用纱布包裹，慢慢榨出鲜美的冬瓜水。这个

过程看似轻松，实则需要外婆掌握好力度和时间，让冬

瓜水既浓郁又不过于稠厚。接着，外婆会在灶台上准备

糖浆。她将白砂糖和清水按一定比例混合，慢火熬煮，期

间还要不断搅拌，以防糖浆糊底或结块。当糖浆变得金

黄、透明时，外婆会加入适量的冬瓜水，继续熬煮。这时，

整个厨房都弥漫着冬瓜和糖浆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

熬煮好的糖浆需要放置一段时间，让其自然冷却至

温热状态。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温度

下，糖浆才能与冬瓜水完美融合，形成冬瓜糖独特的口

感。此时，外婆会将糖浆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每

一块冬瓜糖都呈现出精致的六角形，上面还印有外婆特

意雕刻的图案，充满了爱心。

最后一步，是等待冬瓜糖自然凝固。外婆会将模具

放在通风处，让自然风轻轻吹过，帮助糖浆更快地凝

固。这期间，我总是守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那些即将

成型的冬瓜糖，心中充满了期待。

当冬瓜糖终于凝固成型时，外婆会小心翼翼地将它

们从模具中取出，整齐地摆放在盘子里。我迫不及待地

尝了一块，那甜中带着微微的冬瓜香，清新而不腻，让人

回味无穷。我围着外婆转，要她多给我几块，外婆总是笑

着应允，还时不时地给我讲述她年轻时的趣事

如今，我已经长大，住的地方离外婆家也越来越远。

但每当冬天来临，我总会想起外婆亲手制作的冬瓜糖，那

独特的口感和香气，总能唤起我对外婆的深深思念。而每

当我尝到市面上卖的冬瓜糖时，虽然味道相似，但总觉得

少了些什么——那就是外婆独特的爱和温暖。

冬瓜糖，不仅是一种美味，更是我童年时光的甜蜜回忆，

是外婆对我深深的爱与关怀。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美食。 （指导老师：黄恒宝）

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拜年则是春

节不可或缺的习俗。我的家乡是著名的龙岩斜背

茶茶乡——斜背村，这里的拜年风俗别具一格，充

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大年初二，爸爸妈妈带着我去村里的亲戚们家

拜年啦。拜年肯定不能空着手去，今年我们家准备

了鞭炮和坚果礼盒，里面有榛子、松子、腰果、开心

果等，代表着我们晚辈对长辈们真心实意的祝福，

祝愿长辈儿孙满堂、笑口常开。

来到亲戚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们家大门口

放一串长长的鞭炮，寓意新的一年到来，给亲戚家

驱邪避灾，祝福他们来年鸿运当头、红红火火、岁岁

平安。“噼里啪啦”的声音在村子里回荡，火花四溅，

映红了每个人的笑脸。

走进亲戚家，见面得说“新年好”，亲戚早已在

茶几上摆上家乡的龙岩花生、糖果、水果等点心款

待我们。家乡的特产龙岩花生可是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因粒大肉厚，采用湿焙、干焙的加工方

式，又香又有嚼劲，而且不上火，因此而闻名全国，

这是我们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待客佳品。

我的家乡是茶乡，茶自然是最重要的待客之

物。亲戚会拿出珍藏的上好茶叶热情地泡上一壶，

邀请我们品尝。茶香四溢间，大家吃着酥香的花

生，喝着甘甜的斜背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分享

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展望着新一年的期望，幸

福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到了分别时刻，也是我们小孩最期待的时刻，

因为长辈们要为我们发红包啦。红包代表了长辈

对我们的祝福，希望来年我们健康平安，学业进

步。当亲戚递给我红包时，我的心跳加速，脸上洋

溢着期待又幸福的笑容，心里默默期盼着明年能收

到更多的红包。

“一炮一礼一生一茶一包”，年味就藏在家乡这

些拜年的习俗中。拜年让我们延续了亲情，传承了

文化，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期待和憧憬。

（指导老师：吴凤豪）

“章”显家教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高一（3）班陈晓楠

海口市美苑小学六（4）班潘婕冬瓜糖

小AI点评

文章详细描述冬瓜糖制作过程，从挑选冬瓜、榨
冬瓜水、熬糖浆到冷却、成型，语言流畅，富有画面
感，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亲情和甜蜜回忆的场景。

家乡拜年的那些事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四（15）班陈永沐

我有一件虽埋藏在时间长河中却仍熠熠生辉的“宝

贝”——外公雕刻的印章和他的一幅字。

在我还是稚童时期，我被娇生惯养，不愿意干一点家

务活，不愿意吃一点苦，刚上学时更为严重，我常常埋怨那

写字的铅笔好似有千斤重，那方格纸好似毛毡硌得手疼，我

的毛病着实让家里人头疼。要说有什么可以引起我的兴

趣，那便是外公亲手做的新玩具。我的外公是个瘦小的木

匠工。在小小的我看来，他什么都会做，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天，外公叫我待在他旁边看他雕刻，我虽不解却

仍旧乖乖蹲在他身旁，看着原本粗砺的木头在他手里逐渐

变得平滑规整，再看着外公一笔一划雕刻出我的名字，细

细密密的碎屑像花粉般洒落。看着手中那刻上我名字的

印章，我好生欢喜，爱不释手地来回翻看。

我耳旁响起外公爽朗的笑声：“妞儿，你说为啥喜欢

它？”我把玩着印章，说：“因为您雕得好看！”外公仍笑眯眯

地说：“这就是电视上说的‘工匠精神’，爷爷就靠这门手艺

吃饭。以前为了学这手艺，我没少受师父训斥，我不得不用

心去钻研，不怕吃苦，反复雕刻，你看我的手——”外公伸出

他的双手，只见他的手上布满斑点、疤痕，原来这些都是他

雕刻时受伤留下的痕迹啊！外公接着说：“不怕吃苦是成家

立业的基础，外公希望你在学习上、生活上也能这样。”外公

铿锵有力的话语像一记厚重的钟响敲打在我的心头上。

外公摸了摸我的头，顺手拿起笔洋洋洒洒写了一幅字

给我——“如果惧怕前方跌宕的山岩，生命永远只能是死

水一潭。”

这枚印章及这幅字，是外公送我的无价礼物，它让我

真真切切明白人应该不畏艰难险阻，奋勇向前！

（指导老师：薛向伟）

小AI点评

文章以春节拜年为主题，从准备礼物、放
鞭炮、品尝家乡特产、品茶聊天到领取红包，
逐一展现了拜年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让读者
跟随作者的笔触，体验一次完整的拜年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