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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感言

文/本报记者 王坚
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董金凤
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远处的翠绿在微风中摇曳着新

姿，吸引着行人的目光；近处的红瓦
诉说着历史，让人忍不住驻足，整个
乡村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植树节当天，100名厦门日报小记者
来到海沧区洪塘村赤土社，进行为
期半天的植树研学活动。

走在乡间的路上，孩子们对农
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农村充
满好奇。当然，最让孩子念念不忘
的还是植树！在村民叔叔的讲解
下，小记者一个个干劲十足，用自己
的双手学着松土、挖坑、种苗、填土、
浇水。种下这一片小树苗，既保护
环境，又让孩子们对三年后的收获
满怀期待。虽然有些疲倦，但孩子
们的脸上却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来自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
校五年级的黄浩宸表示，映入眼帘
的赤土社改变了他对乡村的印象

——这里碧水环绕，屋舍整洁。“这
样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未来在中国
会遍地开花吧！”他说。

来自育才小学四年级的吴同则
表示，虽然植树过程繁琐复杂，有很
多注意事项，操作下来也比较辛苦，
但是想到三年之后，这里绿树成荫、
瓜果飘香的场景，他的心里顿时甜滋
滋的，就算再苦再累也觉得值！他
说：“我为祖国的大好河山增添了一
抹生机盎然的绿色，感到无比骄傲。”

现场随行的多位家长表示，现在
孩子动手能力比较弱，劳动观念不
强，在家里父母都保护得很好，像这
样能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念，学习与
他人合作，还能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活动，非常有必要，期待多多开
展。群惠小学郭婧涵妈妈告诉记者，
很荣幸能跟着厦门日报，和孩子一起
参加植树活动，这也是她第一次和孩
子一起植树。“期待孩子们能和小树
一起茁壮成长，早日硕果累累！祝愿
美丽的赤土社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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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厦门日报社为小记者
们带来这场非常有意义的植树活
动。不但让孩子们亲身体验劳动
的辛苦和乐趣，而且还能光荣地参
与 到 全 民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活 动
中。孩子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小
树苗，更是种下了希望。小树苗就
像现在小小的他们一样，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一定会茁壮成长，结出梦
想的果实。

——园南小学 黄佳绮妈妈
孩子第一次参加厦门日报小记

者团，就遇上了如此有意义的植树
节主题活动。虽然没能和孩子一起

亲临活动现场，但作为一个长期从
事文明创建工作的妈妈，看着一张
张现场的照片，听着孩子回来眉飞
色舞的讲述，我认为这样的活动对
孩子们的成长是意义深远的。我相
信，当他们拿起铲子、扛起小树苗的
时候，他们一定能够明白，自己就像
这棵小树苗，有这么多人用心呵护
着、培育着，可同时也需要自己不断
努力，用勇气克服风吹雨打，才能茁
壮成长。希望孩子们能展望未来，
做更好的自己！

——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秘景瑜妈妈

踏着三月的明媚春光，我们来
到了海沧天竺山脚下的赤土社。
这是我参加厦门日报小记者团后
的第一次活动，我迫不及待地奔赴
这个美丽的新农村体验慢生活。

我们在赤土社的大榕树旁集
合。这棵百年榕树枝繁叶茂、郁郁
葱葱，树下坐着许多人乘凉，仿佛
在悠闲地听着老树诉说这村庄的
巨变。这里没有交织的立交桥，没
有疾行的汽车，宅田相间，民风淳
朴。随处可见古朴的老宅，家家户
户的庭院里都种满了生机勃勃的
绿植和琳琅满目的花儿，既充满了
烟火气又不缺乏诗意。闽南特色
的红砖古厝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排好队伍，我们浩浩荡荡地出
发。走过乡间小道，穿过小溪流，
跨过田间，我们来到种植地。地上
早已准备好了木瓜树的小树苗，它
们看上去生机勃勃，仿佛在说：“快
来把我种进土地里吧，我要快快长
大！”我们围绕着农民伯伯仔细地
听着他指导我们如何将小树苗移
栽到土地里。终于轮到我们动手
啦！我撸起袖子，说干就干，拿起
为每人准备好的小铁锹兴奋地挖
起来，只为快点给小树苗安置好它
的“新家”。很快我挖好了一个高
低适合的小土坑，我把小树苗搬到
坑里，又开始努力地填坑。这里可
有讲究，树苗得摆正，土不能太松
也不能太紧，有比较大的土块还需

要用力地敲小才能填上去。看着
自己精心为小树苗布置的“新家”，
我满心欢喜地为它浇水，并挂上了
一个“小门牌”，上面写下了我的名
字和种植的日期，还留下了一句我
对小树苗的祝福语。我希望这个
小伙伴也能快乐成长，期待它结满
果实，我真想分享给老师同学们尝
尝。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赤土
社的历史和建设，小记者团为我们
安排了参观村子的行程。随着时
代的发展，在政府大力提倡乡村振
兴的节奏下，赤土社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走在干净清爽的街
道上，沿途可以看到赤土社的公共
设施建得相当好。在赤土社乡村
小讲堂的对面，有一整排红砖平
房，门口摆放着两个可爱的赤土农
民卡通形象，原来这里是老年活动
中心。村里还建起了公园和文化
广场，锦熹陶瓷馆和元初会员体验
中心也进驻到这里，如今这个小村
子正向着集农业、文化、旅游为一
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转变。

来到村口公园，我们得知赤土
社村落形成于唐末宋初，昔日是个
稻米之乡，以种植水稻为主，先民
们借助天竺山水流之势筑有“十八
磨坊”，将大米研制成米制品，每天
由扁担工经官道运往各地集市售
卖。公园里有数尊祖先们挑扁担
的雕塑，以记录村民们千年来的农
耕生活，好让后辈们更好的传承先
人勤劳勇敢和守信包容的精神，留
住这份记忆和乡愁。

很遗憾这次行程时间有限，没
能好好参观一下这里著名的锦熹
陶瓷馆，但在赤土，你可以寻迹耕
读历史，寻梦田园风光，品鉴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这已经是一
份难得的收获。

▲厦门日报小记者为种下的树苗仔细填土。

植树节，我随厦门日报小记者
团前往海沧赤土社进行植树和参
观游览活动，下午一点多，我们兴
高采烈地出发了。

经过一路颠簸，我们终于到达
了目的地——海沧洪塘村赤土社，
一下车，就被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
吸引，所有疲劳都烟消云散。我定
睛一看，原来是一个香草园，里面
种着薄荷、迷迭香、薰衣草……散
发着扑鼻香味。

我们顺着一条小河往山里走，
不一会儿，就到了赤土社里面的一
块农田，每个坑里都有一盆小植
物。村民周伯伯对我们说，这是木
瓜苗，要用一层质地较松的土和一
层质地较紧的土交替铺盖来进行
种植，随后又讲了几个注意事项，
就给每人分了一把铲子，让大家自
己挑一株木瓜树苗去种植。我选
了一株叶子比较黄的木瓜苗，又看
中了一个土质松的坑，伏下身，开
始种树。虽说土质较松，但土块还
是挺多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将其化为碎土。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声召

唤：“大家来这里拿水，给小树苗浇
水。”于是我赶忙把最后一层细沙
用铲子拍实了，在植树牌上写好名
字，并且挂在小树苗的“脖子”上。
浇完水后，我还特地用几块大石头
把小树苗围了起来，给它建了一座
漂亮的“小别墅”，希望能为它遮风
挡雨。

接下来，日报小记者一起参观
游览美丽乡村，探寻深厚的赤土文
化。传说中，妈祖救人时，掉了一
只绣花鞋，所以今天在赤土社就有
一块像极了绣花鞋的石头，而且下
面还有一个石印，那就是绣花鞋和
鞋印啊，我对妈祖的一片敬仰之情
油然而生。

这是一个难忘的植树节，在美
丽的赤土社，我亲手种下了一棵小
树苗，为乡村添上一抹绿色。在回
程的大巴车上，我靠在窗前，静静
回味着这个美好的下午，心头不禁
掠过一丝满足和骄傲。

植树节当天，我来到海沧洪
塘村赤土社，参加了厦门日报小
记者团组织的植树节活动。虽
然村子很小，可来这里参加活动
的人却很多，不少小朋友还穿着
校服，厦门日报小记者的红马甲
尤为显眼。

活动一开始，我们跟着赤
土社的导览员，沿着赤土社游
览了一圈。印象最深的是赤土
书院，红砖琉璃瓦，很有闽南建
筑风格。进门后是个四合院，
院子中间还有个大水缸，大家
都猜不到是干什么用的。导览
员介绍：“水生财，古人把水缸
放在院子中间，除了能防火，还
有聚宝盆的寓意！”古人真有智
慧。书院把四边的房间都改成
了书房，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图
书馆！许多小朋友都忍不住拿
起一本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参观赤土社后，我们便来
到了植树点，这是一处纯天然
的田地。每个小记者都迅速地

找到自己心仪的位置，很快来
了一位农民伯伯，手把手开始
教我们种木瓜。平时看着高大
的木瓜树，没想到它的苗竟然
这么小，才到我膝盖高。我学
着农民伯伯的样子，先是用铲
子挖一个坑，再把坑里的土块
敲散，农民伯伯说，土松得好，
苗才更好生长！土坑里的土块
清理干净后，我把木瓜苗上的
黑色塑料袋慢慢地拉掉，再把
苗直立地放进坑里，轻轻填上
土，最后沿着苗的四周浇点水，
木瓜苗就稳稳地站在土坑里
啦！我拿出写好寄语的小木
牌，挂在木瓜苗上，就让它自由
生长吧！

这是我第一次下到田间地
里，自己种植物。看着这个木
瓜苗，想象着木瓜树既可以净
化环境，还能收获甜甜的果
实。我的寄语是“自由生长
吧！你长大了记得回到我身
边！”

愿我的小木瓜苗自由生长
莲龙小学 六年2班 林航岳

初春新绿，万般美好。3
月12日，我们小记者团到离天
竺山不远的赤土社植树，感受
新赤土的乡村之美。

一下大巴车，一棵百年大
榕树矗立在眼前，像绿色的大
伞，它那盘根错节的枝干就像
老人的胡须，充满了历史感又
苍劲有力，我顿时想起了“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我们
继续往前走，路过栽满农作物
的田地，时而几只小鸟飞过，路
边的溪水淌着，轻声吟唱，几只
威风的大狗看守着鸡群，公鸡
的鸡冠鲜红鲜红的，昂首挺胸，
精神极了……当我还陶醉在这
些美景中时，我们已经到达植
树目的地啦。

那是一亩开垦好的土地，
我看见几条蚯蚓钻出了泥土，
一只虫子探出了脑袋，仿佛在
欢迎着我们。大家兴高采烈
地冲向幼苗，迫不及待地要开
始种植。老师向大家详细讲
解了幼苗的种植方法和注意
事项，我听得可认真了，因为
我很想把这棵幼苗种好，希望
它茁壮成长，为我们带来一片
春光。

按照老师的指导，我先用
铲子把硬土块铲碎，挖出一个
小坑，再把幼苗的保护壳剥
掉，小心翼翼地放进坑里，幼
苗弯的一头朝向太阳，然后轻
轻地用手拨动碎土把坑填满，
用稍大一点的土块把幼苗围
起来，这样就不容易被风吹倒
了，最后给幼苗浇上一些水。
我看着自己种好的幼苗，拍拍
手上的泥土，微风吹来，我看
到它向我微笑，仿佛在说，我
很快就会长大，为春天上色，
为大家结果。

种完幼苗，村里的导游小
兰姐姐带我们参观了赤土社的
活动中心，通过墙上展示的照
片和文字，我看到了以前又破
又旧的赤土社，再对比现在清
新自然、乡村经济商业不断发
展的新农村，对比鲜明，这是我
国新农村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
缩影。

这次的活动，我体会到农
民劳作的辛苦，感受到赤土社
村民对幸福的追求，也被他们
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所感染，
让我更深刻地理解“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含义。

在美丽乡村为春天添绿
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四年3班 檀橙 指导老师：文小荷 雷春琼

上周日是植树节，下午，我
们坐上大巴车来到了一个空气
清新、令人身心舒畅的好地方
——洪塘村赤土社。

踏着轻快的脚步，走过一
条小溪，跨过一片草地，迈过一
块田地，我们来到了目的地。
在这里，日报小记者团的成员
们将要种下属于自己的木瓜
树。村民周伯伯拿着一棵小
苗，一把铲子，“闪”到了我们面
前。只见他先找到了一个土
坑，然后把小苗上的“黑外套”
脱下来，用铲子将土敲碎、敲
细，再把小苗放入坑中，铺上一
层薄薄的土。周伯伯提醒我
们：“大家看这个小苗，是不是
有点弯下来？我们一定要把弯
下来的那一边朝向太阳，才能
结出又大又好吃的木瓜来！”最
后，周伯伯又用较大的石头块
在坑的周围摆了一圈——原来
这是为了形成一个积水池，让

木瓜树能吸收更多的水分。我
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开始
进行尝试。

我走到一个土坑前，像周
伯伯那样，先把坑里的土敲细，
再把木瓜苗小心翼翼地放进
去，最后铺上土，用石头围成一
个圈，就可以啦！

我开心而满意地看着小木
瓜苗，但总感觉少了点儿什
么。啊！对了！是小木牌！我
拿出了下车时领取的植树牌，
写什么呢？我左思右想，最终
写上了“祝小树苗茁壮成长”，
并把它挂在了小木瓜苗上。它
寄托着我对小木瓜苗最纯朴的
愿望。

以前的植树节，我都没有
去植树，自然也就从未体会到
其中的乐趣。但现在，我想每年
都去植树。植树可以锻炼我们
的劳动能力，还能保护生态环
境，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植树之乐 何乐而不为
海沧区育才小学五年级4班 章懿诗 指导老师：江舒静

小记来稿

赤土文化大有来头
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五年1班 王昊晨 指导老师：杨丽芳

寻迹赤土
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四年1班 钟静好 指导老师：文小荷 陈佳琦

▲厦门日报小记者们小心翼翼地捧着木瓜树苗，准备栽种。

小记来稿

▲厦门日报小记者认真地在木制
铭牌上写下对小树苗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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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青绿
种希望

今年植树节，厦门日报小记者团在
赤土社种下一片木瓜苗，为乡村添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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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为树苗浇水小朋友为树苗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