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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清市龙田中心小学（下
称福清龙小）开展了原创书签活动，
学生将书法、书签与经典碑帖搭配，
了解经史子集和诗词曲赋的魅力，
成品展也迎来不少师生欣赏。这是
该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的缩影。

近年来，福清龙小以“争创书香
校园”为目标，不断完善“融美书苑”
图书馆的设备设施，营造“融合真善
美，寻书香芳踪，觅‘悦’读幸福”的
阅读氛围，创设丰富多彩的阅读活
动，引导师生与好书为友，开拓视
野、陶冶情操，培养终身阅读的良好
习惯。

校园书香气
一隅一角皆风景

走进福清龙小，就能感受到浓
郁的书香氛围。大榕树下，三五成
群的学生手捧书籍，轻声细语地交
流着；操场之上，大家一同欣赏学生
书画作品；图书馆中，一排排座椅上
坐满了求知若渴的学生……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环境作
为一种“隐形教育”，对学生们的成
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福清龙小
精心打造了校园文化墙 6大版、文
明长廊15版、红色文化墙8版，教室
长廊悬挂翰墨书香的诗词佳句 120
余幅，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

福清龙小利用教室、走廊、图
书馆等空间，布置丰富的阅读区
域，让学生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阅
读的魅力。

小小一隅，书香满满。图书角
无疑是教室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各类图书整齐排列在书柜上，规范
美观的“图书借阅公约”，别具一格
的好书推荐卡……孩子们自发呵护
图书角，享受读书乐趣。

最受孩子欢迎的读书角落是
“长满书的大树”。几株大榕树上
“长满”可以拆卸的卡片书、绘本、小
说故事等，忍不住让人驻足。“我最
喜欢树枝上垂下来的那本《神奇校
车》。每次下课到树下读书的时候，
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跟着弗瑞丝老师
和同学们一起坐上那辆神奇的校
车，去探索整个森林，和昆虫朋友们
交流；去太空旅游，了解地球是怎么
绕着太阳转的。”福清龙小二年级11
班学生余抒妍说。

此外，学校图书馆依托书籍资
源，开展好书推荐、主题阅读、师生
共读等活动，是书香校园建设的核
心部分。据福清龙小校长周遵安介
绍，校园图书馆占地面积 600 多平
方米，藏书量已达 10万余册，而且
定期更新馆藏图书，注重图书的丰
富性和多样性，满足学生不同年龄
阶段和兴趣爱好的需求。

校园处处有书香，时时享书香，

为学生真实阅读、深度阅读、沉浸阅
读提供物资保障。为了更好地引领
学生阅读，学校每年发布各年级阅
读书目，从晨间诵读、午间静读、晚
间伴读的时间安排上，从课上精读、
课后研读、成果分享的形式上，亲近
阅读，沉淀书香。

孩子书生气
“悦”读远航向未来
丰富多彩的校园阅读活动是带

动学生阅读的直接载体。福清龙小
积极组织各类阅读活动，给学生阅
读提供广阔的舞台，让学生参与、经
历、感悟。

11月 8日，福清市第四季汉字
听写大赛线上初赛落下帷幕。经过
激烈角逐，福清龙小选手脱颖而出，
跻身总决赛。

福清龙小教导处副主任毛庙良
说，这得益于“融美”文学社给孩子
们打下的基础。已建立几十年的文
学社通过开展讲故事、制作读书小
报、经典美文诵读、诗词大会、汉听
大赛等活动，采取读、说、讲、赏、写、
诵、演等多种形式，创设百花齐放的
书香校园文化，激发学生的读书热
情，养成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的
习惯。

同时，每年开展“融美”征文比
赛活动，以读促写，以写促读，将学
生优秀作品装订成册，赠送入围学
生和班级。今年，各班组织学生积
极参与福州市、福清市举办的各类
征文、书法活动，共有学生 73人次
获奖。

在推进书香校园建设过程中，
结合学生在当前年龄段的认知水
平，该校在各个年段开展了主题鲜
明的阅读活动。一、二年级“书韵悠
悠 精彩‘聚’讲”主题阅读活动上，

学生秒变小演员，讲述一个个生动
有趣的故事；三、四年级“‘剧’现经
典 演绎精彩”主题阅读活动上，学
生们把课本“搬”上舞台；五、六年级
的“书海漫溯 阅享时光”主题阅读
活动，通过演讲比赛、故事改编、课
本剧创作等活动，用学生的独特视
角和创新思维，演绎革命传统作品
和优秀科普作品……

为让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走进校园，学校特邀儿童文学作家

“辫子姐姐”郁雨君、科普作家杨杨、
儿童文学作家商晓娜等，开展《故事
的种子从哪里来》等讲座，推进福清
市话剧团儿童剧《我的梦想》、科技
馆《大风车科技进校园》等活动走进
校园，实现常态化巡演。

教师书卷气
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福清龙小，师生共读一本好
书已是常态。以经典为友，与名著
作伴，将阅读带进课堂，老师和学生
共同完成一堂优质的阅读课。

最近，四年级《中国神话传说》
阅读课成了模板，将参加 12月 5日
举行的福清市小学语文教学年会。

阅读课优势在哪？福清龙小四
年级语文教师施晓芳说，四年级开
展神话主题阅读活动，老师分三步
走，先导读、再推进、后分享，一步步
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查询、研究、思
考、想象和创造，实现从信息到知识
的转化。经过二至四周的学习与交
流，学生纷纷用不同的方式分享阅
读收获，比如制作思维导图、讲故

事、写阅读笔记、创作连环画等。
“跟老师和同学讨论交流，我认

识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神话人物，比
如无私奉献的女娲、给人类带来光
明和温暖的燧人氏。我用理清人物
关系思维导图的方式把学习经历记
录了下来，我为祖国有这样的灿烂
文化感到自豪。”福清龙小四年级 4
班学生郑可馨说，每次阅读课自己
都收获满满。

学校教师开展读书活动，一本
本教育名著、一次次阅读沙龙、一场
场课题攻坚，照亮教师的专业成长
之路——在2024年书香校园阅读大
会暨第三届书香校园阅读教育教学
成果优秀案例交流活动中，福清龙
小两件作品获奖，张小燕、毛庙良、
何艳娟撰写的《融美寻踪“悦”读

“越”高》获得书香校园建设与活动
优秀案例；王分玢、郭晓静、毛庙良
设计的《读读童谣和儿歌》阅读交流
课获得小学阅读指导课优秀案例。

常态化开展的“最美书香家庭”
评选活动，得到很多家长支持。“家
庭间的阅读交流能够扩宽思路，激
发兴趣，让亲子关系更加亲密。”周
遵安说，福清龙小提倡家校开展阅
读交流活动，通过分享阅读书籍和
亲子教育感悟，努力让更多家庭爱
上阅读、享受阅读。

今后，福清龙小将继续建设“书
香校园”，打造“书香校园”文化名
片，不断总结得失，静思笃行，在孩
子心中播撒阅读种子，努力让孩子
们“悦”读“越”高，成为“勤勉朴实、
融合创新、志存高远”的家国少年。

在孩子心中播撒阅读种子
——福清龙田中心小学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本报记者 燕晓

作业簿是每个学生的学习必
需品。在福州长乐区，孩子们的作
业簿却是全国独一份，因为每个封
面都是学生自己设计的，这也是 8
万余名长乐学子们的专属“青春纪
念册”。

据了解，免费作业簿是政府的
一 项 惠 民 惠 生 政 策 ，福 建 省 从
2012 年起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
近年来，长乐区教育局不断在作
业簿的品质和细节上下功夫，广
泛听取师生的意见建议，印制既
符合教学需求，又让学生喜爱的
作业簿，作业簿封面设计大赛应
运而生。每年开学季，这些学生
设计的练习簿将送达长乐辖区内
50 余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覆盖
区内 8万余名学生。

近日，记者在长乐中小学校园
里看到，学生日常使用的作业簿有
10多款。与众不同的是，这些作业
簿的封面插画都是描绘长乐传统文
化、风景名胜的，有三溪夜赛龙舟、
舞龙舞狮、金刚腿、圣寿宝塔、和平
古街等，封底还有标注每个作品的
设计者和指导老师。

“长乐三溪夜赛龙舟闻名全国，
作为长乐人我感到特别自豪，因此
把比赛的情形设计成作业簿封面。”
谢雨涵是长乐区下朱小学六年级学
生，她 5月份提交的参赛作品，在开
学季出现在了低年级语文作文簿

上，“得知获奖，非常开心，感觉自己
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收到比赛通知后，孩子们都非
常认真准备。对他们而言，自己的
绘画作品有机会成为作业簿的封
面，并让全区学生看到，是一件非常
荣耀的事情。”长乐区金峰中心小学
教师陈金发指导的多件作品在
2024—2025学年义务教育阶段免费
作业簿封面设计大赛中获奖。其
中，池明月同学笔下充满闽都韵味
的“画中画”打动了评委，成为中高
年级学生作文簿的封面：雨滴、古

厝、“福”字灯笼、如花般盛开的油纸
伞，特别之处在于，撑开的油纸伞上
还画着画——高耸的圣寿宝塔，青
山环绕，塔尖直指云霄。

洞江小学学生李羽菲的作品
也是描绘圣寿宝塔，但是画风更写
实，线条勾勒精细流畅，展示出扎
实的绘画功底。指导老师陈婷说，
对学生来说，作业簿设计活动虽然
是区级的，但意义完全不亚于省市
级大赛。活动“创意无限，封面由
我”的理念，完全契合现代青少年
的主人翁意识，将所学知识用于美
化自己的生活，“有的孩子还特意把
印有自己作品的作业簿保存下来留
作纪念”。

记者从长乐区教育局获悉，从
2022年起，长乐区已连续 3年开展
义务教育免费作业簿封面设计评选
活动，共征集作品 632份，54个作品
入选采用，83名教师评为优秀指导
教师。每年的主题均与传统文化有
关：2022年的主题是反映我国以及
八闽、福州、长乐的经济社会发展；
2023 年以“长乐吴航十二景”为主
题；2024年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突出学科特色”为主题，今年还
第一次向学生征集封面题头的书法
作品，形式进一步丰富。

长乐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石建
基介绍，这项活动旨在通过让学生
参与封面设计，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和艺术天分，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
创新能力；同时，根植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深厚土壤，让孩子们从小认识
自己的家乡和文化，做一个有“根”、
有“大爱”精神的长乐人。

“指导学生参赛，我也收获颇
多。”林燕兰老师是土生土长的长乐
人，已经连续 3年指导学生参加作
业簿设计大赛。“印象最深的是‘长
乐吴航十二景’这个主题，这是我第
一次从这个角度了解家乡之美。”林
燕兰说，她执教的湖南中心小学是
一所随迁子女占比过半的学校，很
多孩子对长乐的历史文化了解不
多。为了让学生对“吴航十二景”有
清晰的认识，她想尽各种办法，比如
上网查资料、虚心向前辈请教、到实
地采风拍摄。在她的悉心指导下，
晦翁岩、南阳曙光、下沙印象、金刚
濯足等“吴航十二景”在孩子们的脑
海中一点点具象化，最终有一件作
品入选作业簿封面。

长乐地处江海之间，千百年来，
丰富而独特的乡土地域文化孕育了
长乐人“大爱开明、敢拼会赢”的开
拓精神。“我认为孩子们不仅要有放
眼全球的眼界，更要扎根于脚下这
片土地，记得‘我从哪里来’，才能真
切地知道‘我要到哪里去’。”石建基
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丰富作业簿
封面设计大赛的内容和形式，汲文
化之美，沁学生心田。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王至莹）
11月17日，2024年福建省青少年橄榄球
锦标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举行，这是
福建首次举办省级橄榄球锦标赛。经过
激烈角逐，长乐区实验小学队获得U12
混合组盘级冠军。

近年来，为推广校园橄榄球运动，丰
富学生体育活动，长乐区实验小学经过
精心选拔与严格训练，于 2021年成立橄
榄球队。此次获奖队员为4-6年级的14
名学生，其中不乏训练2-3年的老队员。

“这次比赛，小运动员们不断突破自
我，展现出较高的竞技水平，收获了喜悦
与成绩。这些都离不开他们平时的努力

训练，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晨练和晚练，
孩子们都准时到达运动场，在省橄榄球
协会薛教练和实小体育组老师的带领下
努力练习。”长乐区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
说，希望小运动员们继续努力，在更多赛
事中取得好成绩。

此次赛事设有小学U9混合组、小学
U12混合组、中学混合组三个组别，涵盖
小学、初中、高中等各年龄段，共有来自福
州、厦门、宁德、莆田、泉州、平潭等地的32
支队伍参加，参赛运动员近500人。大赛
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福建省社会体育指
导中心、福建省橄榄球协会、福州市体育
总会、福州市橄榄球协会承办。

福建青少年橄榄球锦标赛在榕举行
长乐区实验小学队

获得U12混合组盘级冠军

在福州的西南一隅，我的家乡
——永泰县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
中。在这片土地上，最引人注目的莫
过于那漫山遍野的青梅树。

一棵棵、一排排、一片片，青梅树或
散落在山坡，或依偎于溪畔，或点缀在田
野之间。每当冬末春初，盛大的花事便
会悄然上演。万亩青梅林如同覆盖一层

“雪被”，淡雅如雾的梅花挂满枝头。行
走在青梅林间，洁白的花瓣，轻盈如
蝶，随风起舞，时而飘落肩头，时而沾上
衣襟，带来一阵阵清新宜人的芳香。

但在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家乡的
青梅树。论花朵的艳丽，它比不过灿
烂如朝霞的桃花；比果实的可口，一看
到小小的青梅果子，只能想到酸涩的
腮帮子和口腔里呼之欲出的口水……
我“讨厌”青梅树的最重要原因，是看
到外公外婆常年在青梅园里劳作，但
青梅产量不高，又卖不出好价钱，有时
青梅的卖价抵不上请工人采摘的费
用，果农只能眼睁睁看着青梅烂了一
地，心疼得直掉眼泪。外公紧锁着眉
头：“种了几十年青梅，日子还是过得
紧巴巴，生活和这梅子一样又酸又涩，
好好的青梅怎么就不值钱了？”

离开家乡好多年，终于，又到一年
青梅采摘季。我回到家乡，却吃惊地
发现，熟悉的村庄、人和青梅树都变
了。连片的青梅树上硕果累累，一颗
颗圆润饱满的青梅压弯了枝头。青梅
园里，随处可见果农忙碌采摘的身影，
他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现在的‘酸果子’变成‘金果果’
了。”看到丰收的场景，外公高兴地拉
着我，在青梅园里逛了又逛。他告诉
我，这些年政府大力扶持青梅产业，引
进好多家青梅加工龙头企业。采摘下
来的梅子，除了制作梅饼等蜜饯制品
外，还做成梅子汁、梅子酒、梅子酱、梅
子粉、梅子醋等产品，销往全国，甚至
出口海外。听果农们说，今年县里还

制定了青梅收购方案，建立起青梅集
中收购点。“如今青梅可好卖了，连广
东、安徽等地的厂商都会不远千里到
村里收购新鲜梅子，一下就解决了销
售问题。”外公说。

青梅好卖了，价格也噌噌上涨。
“每担可以卖上百元，除去人工费用，
这片青梅园一年能赚好几万元呢！”在
外公的讲述中，我还知道县里、镇上派
来了技术人员，帮助果农优化青梅本
地品种，引进外地高产品种，提高青梅
树的产量和质量。现在，就连青梅园
里都铺设了机耕路，外公外婆施肥浇
水再也不用肩挑背扛了……

从青梅园回到村里，我看到道路
变宽了、环境变美了，路边“冒”出好多
漂亮的小楼房。“这家农家乐是你二伯
开的，那家古厝已经改成民宿了，想住
得提前好多天预约。”外公告诉我，县
里利用梅花、青梅文化发展地方旅游
业，每年一月到二月之间的青梅花期，
都能吸引几万名游客来玩，“他们可喜
欢梅花了，喜欢在农家乐里品尝我们
村里的特色美食，走的时候还会买不
少土特产，就连我们自家种的青菜都
要买上一堆。这样一来，我们的收入
更多了。”

在村里小住的几天，我听到大人们
在谋划更多与青梅有关的事儿，比如把
流淌过青梅园的清澈小溪，打造成亲子
水乐园，夏天游客们可以煮茶赏景、踏
溪摸鱼，享受夏日清凉；村里出产的脐
橙、橘柚、雪柑、沃柑、西瓜等水果甘甜
多汁、品质优良，大人们想办个青梅节，

“摆摊”推介这些农产品……
夕阳下，外公他们正在给采摘完

的青梅树浇水追肥，期待来年这片青
梅林再次繁花似锦，再次挂满“金果
果”，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风景。在
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下，一颗“酸果
子”给村民们换来新衣、新房、新希望，
酿出了甜蜜生活。 （指导老师：林燕）长乐区教育局连续3年举行作业簿封面设计活动

乡土文化，在作业簿上活色生香
本报记者 鄢秀钦

何谓最美的风景？白雪皑皑的大
兴安岭是美景，黄沙遍布的大漠是美
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是美景……我
驻足仰望远处苍郁连绵的青山，一个
个身影从林间跃过——这是我所见的
最美风景。

其中一个身影是我的爷爷，年过
七旬依然守护着八闽大地那抹青绿。

晨钟悠悠，斑驳的阳光打在林间，
悠扬的鸟鸣声响在叶隙，爷爷拿着登
山杖和工具箱上山了。这片大地，蔓
延着数种保护树种，虫害与天灾充斥
在树与树生长的步伐中。爷爷从山脚
出发，沿着山间走了几十年的小路前
行，对做过标记的保护树种进行检
查。佝偻的身躯在参天大树下显得渺
小，满是“沟壑”的双手对树干和枝叶
进行检查，温润的双手捧起土壤进行
观察，一棵棵检查过去，抚慰着这片植
物生灵。爷爷看到一棵珍稀树木受到
了虫害，随即取出工具箱里的药品，像
行走在自然间的赤脚医生，将大树揽
入怀中，抚摸着藤条枝叶，将药喂入大
树口中，再用瘦弱但有力量的臂膀哄
睡大树，继续出发。

树与树摇曳匆匆，赠予爷爷一份
清凉。风起，大树以醉翁之意相互伴
舞，在黑暗的幕布下，雨水倾斜流淌于
林间，大树敞开臂膀沐浴。爷爷穿上
笨重的雨衣，躲在山间一隅等待大雨
停住脚步，以便步入下一片树林。雨
水渐渐停歇，酣畅淋漓的树林继续舞

蹈，爷爷穿上胶质雨靴，拿起工具，给
积水的沟渠和土壤排水，让树根通畅
呼吸。

大树静立沉睡，爷爷来到下一片
树丛。“哎，又有盗伐的人！3处伤痕，
这棵红豆杉才 6岁。”爷爷的眼神心疼
地落在近处一棵杉树上，树干上的伐
痕还未结痂，“鲜血”随着雨水漫漶流
淌。爷爷用“手术箱”里的纱布和药品
为杉树处理伤口，杉树疼得一颤，掉落
数片薄叶。无声的呐喊响彻群山，那
是对盗伐者的控诉。爷爷拿出记录簿
记下树的方位和定期治疗的时间，轻
轻拍了拍杉树。微风呢喃，传来树的
感谢。

日落西山，爷爷手上满是泥泞和碎
叶，依然屏气凝神记录着树木的处方。

“还是老了，年轻的时候不用记录簿我
都能记住每棵树的位置，或者是树木得
了什么病，什么时候被砍伐，需要什么
样的治疗和照顾。”爷爷苦笑道。

提及巡山护林，眼神中透露着凛
冽的光，爬满眼角的皱纹犹如树枝缠
绕留下的印记。“我一辈子都在大山之
间看着这些树木长大，就像医院的儿
科大夫，迎来一批批可爱多病的孩子，
再把他们送出医院大门，踏上生命的
旅途。”

微驼的身影和起伏的山峰融为一
体。数十年的护林人，成了青绿底色
画卷上最美的一道风景。

（指导老师：林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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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选登

长乐三溪赛龙舟场景设计作品
印刷在作业簿上。（受访者供图）

酸果子，甜生活，真“梅”好
福州市钱塘文博小学六年级（3）班 侯一帆

林间剪影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四年级（5）班 李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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