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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厦门市“新时代好少年”
今年获评名单新鲜出炉，一起来看这20名优秀中小学生的事迹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由市委文明办、市
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开展的2023年厦门
市“新时代好少年”推选及学习宣传活动，发布20名优
秀青少年的先进事迹。

自3月启动“新时代好少年”活动以来，经过严格

把关、逐级推荐、认真筛选、组委会研究、社会公示，魏
嘉玺等20名学生获评2023年厦门市“新时代好少
年”。他们在孝老爱亲、助人为乐、勤奋好学、热心公
益，自强自立、科技创新等方面表现突出，诠释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展现了青少年良好精神风貌，是新

时代我市青少年的典型代表，是广大未成年人学习的
身边榜样。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

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下一步，我市将广泛
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在创新宣传手段、
搭建实践平台、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大力营造学习
先进、崇尚先进、追赶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青少年争
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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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扬国粹，春蕾盛梨园。在
戏曲争奇斗艳的“百花”里，有一朵
是她——10岁的吴祉莹，两次获得
中国少儿戏曲最高奖“小梅花”奖。

6岁时，吴祉莹第一次看到歌
仔戏表演就被深深吸引了。学戏4
年来，每周6天的练习，她一次不
落。戏曲表演头饰重，有的人一戴
上就头痛呕吐，但这对特别能吃苦
的吴祉莹而言都不是问题。从二年
级到五年级，她先后参与各级各类
比赛、演出达70多场次，可她从不
叫苦叫累。2021年，她参加第25
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
获得“小梅花”金奖；2022年，在第
26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活动中，她和伙伴们以梨园戏《名段
集锦》再次斩获“小梅花”奖。

小小梅花初绽放，墙内墙外香
袭人。走下舞台，“小梅花”的戏也

“唱”进了生活里。吴祉莹创作的
《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入选“并肩
战役——福建戏剧界抗疫作品展
播”；协助老师到厦门卫视录制“童
心向党·抗疫有我”的宣传节目和
传统戏曲文化进课堂的“空中课
堂”线上展播节目，展现新时代好
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五年级吴祉莹

戏里戏外乐传承的“小梅花”

黑白棋盘里，攻守落子间，小
小少年身在“棋”中，学会为了梦想
不懈努力，立志以“中国芯”助力人
工智能发展。

5 岁接受国际象棋启蒙，获

2019年厦门市国际象棋幼儿锦标
赛冠军；6岁在第四届全国国际象
棋青少年棋王棋后赛上获得国家
棋协候补大师称号，成为福建省年
龄最小的国家棋协候补大师；7岁
代表厦门市参加2020年全国计划
单列市国际象棋精英赛获得团体
季军、福建省青少年国际象棋省赛
亚军……只要有空，孙启桓就与棋
为伴。他写的文章《我的国际象棋
新起点》被《语文教学通讯》2021年
专刊刊发。

棋局里，他无数次对战超级人

工智能“鳕鱼”。这点燃了他对人
工智能的兴趣。自学人工智能和
计算机知识仅一年时间，他就编写
出了融合教学实用性和趣味性的
辅助程序。2022年，在世界机器人
大会青少年机器人设计与信息素
养大赛——APO算法编程设计专
项赛中，他获得福建省赛一等奖和
全国赛一等奖；以蓝桥杯STEMA
考试 C++组中获得全国 TOP 前
1%的优异成绩，直通“2023年蓝桥
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国赛。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四年级孙启桓

志存高远的小棋手

思明区前埔社区新厦门人图
书馆的“四点半课堂”专为周边居
民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公益
课程服务。过去3年，徐静轩放学

后经常往这跑。在这，她感受着志
愿者们的大爱。在这，她从受助者
变为助人者，耐心地指导孩子们阅
读，维护现场的环境，帮助整理各
类图书，打扫卫生。

“奉献”二字由此深深镌刻于
这名少女心上。她是逸夫中学志
愿小分队的核心成员，美化校园、
垃圾分类、图书整理等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都有她的身影。周末，中山
公园、敬老院等是她的“根据地”，
她一有时间就到公园参与“垃圾不
落地”文明宣导，带着其他小志愿

者开展服务；到敬老院为老人开展
文艺演出、陪伴倾听，用实际行动
爱老敬老；炎炎夏日，她为环卫工
等户外工作者送清凉；她爱心助
残，牵手盲人出行。身为志愿者的
妈妈倍感欣慰：“以前我带她，现在
她可以自己带一个队伍了。”

如今，徐静轩和家人已从前埔
搬至岛外，但她和妈妈还是坚持每
周至少一次到新厦门人图书馆值
班服务，续写属于她们的厦门志愿
服务故事。截至目前，徐静轩的服
务时长已达253个小时。

●厦门市逸夫中学八年级徐静轩

公益图书馆里的小志愿者

巫俊岑出生在一个有爱的家
庭。从农村走出来的父母热心公
益，坚持尽自己的力量做有意义的
事。在父母的影响下，巫俊岑也同
样热心。

2022年，他跟随支教队伍来到
凉山州冕宁村优胜小学，开展英语
支教活动。为了激发当地学生学
英语的兴趣，巫俊岑和伙伴们挖掘
各类英语教学资源，晚上备课、做
教具、设计教学内容、磨课试讲，常
常熬夜到凌晨。他和伙伴们备的
课，就连身为老师的妈妈都惊叹。
值得一提的是，巫俊岑发现，当地
部分贫困家庭并不重视教育。他
们便主动联系村委到学生家中家
访，告诉对方家庭外面的世界有多
大、学习有多重要……活动结束
后，巫俊岑和村民们互留了联系方

式，回厦门后寄去了各种学科资
料，鼓励当地学生好好学习。

这不是巫俊岑第一次为爱远
行。2021年，巫俊岑跟随父亲走进
了青海玉树藏区，参与“爱心餐”公
益项目。在探访藏区贫困家庭后，
他不仅自己资助解决了一名藏区
孩子一年的营养餐问题，还发动身
边伙伴参与。

他的热心无处不在。为解决
夏季厨余垃圾易产生二次污染问
题，他发明了“家用厨余垃圾处理
器”，获得了第三十四届厦门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厦门市大同中学九年级巫俊岑

热心公益的小老师

自二年级加入学校歌仔戏社
团后，张思晗凭着对闽南戏曲的一
腔热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迅速成
长为社团的主力队员，在各级各类
比赛中屡获佳绩。

学戏，重在喜欢，贵在坚持。
张思晗，二者兼具。单调、枯燥的
基本功练习没能吓退她；荷叶说唱
训练时，重数斤的直板、铜钹在手
上，满头汗、泪汪汪，她都坚持着；
不太合脚的戏靴穿在脚上，不一会
就磨出了水泡，她说“我再适应适
应”。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成
了社团里的“小戏骨”。2021年其
表演的荷叶说唱《门向海》，在第四
届福建省曲艺“丹桂奖”少儿大赛
中荣获三等奖。

她还是社团的小老师、老师的

好帮手。社团上课前，她主动带领
小团员们练基本功，从动作、眼神
等方面进行分享、指导；社团活动
结束后，她更是默默留下，帮忙整
理收拾戏服、道具等。

学习中，她感受着闽南传统文
化的魅力，也将这份美好分享出
去。她积极参与同安区文化事务
中心开展的“我是小小传承人”系
列活动，荣获“我是歌仔戏小戏迷”
荣誉称号。她与伙伴们一起走进
敬老院表演，让老人在乡音乡情里
感受来自小辈的爱。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六年级张思晗

能吃苦的歌仔戏“小戏骨”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中心小学六年级蔡诗妍

“英雄三岛”精神的小践行者

蔡诗妍出生于“英雄三岛”之
一的大嶝岛。作为“金门炮战”的
主战场之一，大嶝岛涌现出一批又
一批民兵英雄。岛上的老人们时
常围坐在一起，讲述那些难忘的红

色记忆。每当这时，蔡诗妍就静静
坐在一旁，仔细聆听。家门口一次
又一次的红色故事熏陶，让“艰苦
奋斗、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英
雄三岛”精神深入她的内心，激励
她不断探索前行。走出小岛，她在
父母的陪伴下走进了井冈山、遵
义。在观物、听史的过程中，她缅
怀革命先辈，感悟革命精神。

蔡诗妍深深体会到，每个人都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谱写属于自
己的时代故事和生命篇章。她选
择了她的方式——刻苦学习，用知

识充实自己；逢年过节，陪伴老人
搓汤圆、猜灯谜、包粽子；发展各类
兴趣爱好，用舞蹈、钢琴、古筝、科
技、足球等丰富课余生活。她在

“红心向党 匠心育人”建党百年红
色主题系列模型教育竞赛活动中
荣获“古田会址”场景设计制作赛
小学组国家二等奖，在“奔跑吧 少
年”2021年福建省青少年航海模型
锦标赛活动中荣获“宁德号”导弹
护卫舰模型护航赛三等奖。

在嘉庚精神的滋养下，陈未央
心中的红色种子生了根、发了芽，
激励着她不断追寻先辈的光辉足
迹，用她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

从长汀到瑞金、赣州、井冈

山、长沙、延安等，她重走长征路，
住红军村、吃红军饭、听红军故事
……高原反应、长途步行等困难
不曾阻挡她的步伐。红色研学报
告《追寻》《红色青春 中国骄傲》
记录着她的思想上的每一次成
长；征文《家国情，代代传》荣获
2020 厦门学习平台“爱国情·强
国志·报国行”主题征文一等奖，
讲述少年之志；在省市、全国朗诵
比赛中获得的一张张奖状见证她
矢志不渝传递正能量的初心。

存之于心当践之于行。她和

同学们组成了嘉庚宣讲团，在纪念
馆里将嘉庚精神娓娓道来；班会
上、广播站里、国旗下，她积极分享
重走长征路的见闻；校园里，她关
心少数民族同学，让他们感受中华
大家庭的温暖；社区里，她是“志愿
红”的一员，定期将零花钱捐给后
埔社区外来子弟公益图书馆，用于
购买红色图书；她参与主演厦门市
公安局反诈骗宣传影片《女儿的日
记》《重生》，获平安中国优秀电影
奖，为法治宣传贡献力量。

●厦门集美中学高二年级陈未央

红色文化小讲师

飞舞的乒乓球是他小小世界
里灿烂的花，小小的乒乓桌是他童
年里大大的舞台。自幼儿园中班
爱上乒乓球后，柯蕴宸就为这份爱
不断挥洒汗水，也持续收获喜悦。

训练初期，他右手虎口处常被
磨破出血。鲜血粘着球拍，那种痛
可想而知，但即使如此，他也从未
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疼。上了小
学，训练时间缩短了，为了练好乒
乓球，他每天早出晚归。一个动作
重复训练上万次，是常有的事。在
这样的坚持下，柯蕴宸练就了扎实
的基本功，敲开了各级各类比赛的
门，多次获得省市乒乓球比赛冠
军。

2022年7月，柯蕴宸一周内要
参加两场省赛和一场市赛。对于8
岁的他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挑战。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柯蕴
宸获得了让人惊叹的“三连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场比赛均是在
开始比分大幅落后的情况下反败
为胜的——其沉稳心态和强大抗
压能力可见一斑。一次次的出色
表现也让他正式入选国家乒乓球
少儿集训队。赛场上的这一股韧
劲，被他带到了学习上，无论训练
还是学习都分秒必争。

小小乒乓少年，身体里蕴藏着
体育精神的磅礴力量，今天的每一
次拼搏，都是明天为人生添彩、为
体育增辉的生动注脚。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三年级柯蕴宸

顽强拼搏的乒乓少年

被婉转的曲调吸引，被“陈三
五娘”的故事所感动，为琵琶洞箫
的动人曲调所震撼，少女遇上“音
乐活化石”，从此坚定地迈上了闽
南文化传承之路。

初识南音，黄睿仪利用课余时
间收集关于南音知识，了解每个唱
段背后的故事，努力唱出曲子里的
神韵。课后，她反复体悟曲调的韵
味；家中，她在母亲严厉的教导下
锤炼一字、一音、一韵、一调。从声
色僵硬到婉转柔美，她的坚持成就
了卓越。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南音的
兴趣转化为传承弘扬闽南传统文
化的责任和使命。在学校老师的
指引下，她加入同安区文化馆的南
音培训班学习，挤时间去看厦门市

南乐团专业演出，参加市区歌手
赛、市级南音夏令营。经过不断提
升，黄睿仪已连续两年在厦门市南
音大赛中获得“十佳歌手”称号。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南音的魅
力，黄睿仪积极参与各类义演，热
情向身边同伴科普南音知识。“南
音伴我成长，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
化的无限魅力，也带我走上了更高
更大的舞台。”黄睿仪说，她将怀着
敬仰之心，继续学习下去，用行动
传承闽南优秀文化，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

●厦门市五显中学九年级黄睿仪

千年南音的小守护人

舞台上沉稳大气、妙语连珠，
林焕然是身边人眼中的“小小金话
筒”。很多人不知道，他3岁才开口
说话。从“闷声不语”的萌娃，到眼
光自信的少年，林焕然用他不服输

的拼劲，拼出“焕然”一新的自己。
因为说话迟，他一度被以为是

个“哑巴”。后来即便开了口，说起
话来也是磕磕绊绊。不过，他下定
决心改变，每天起早贪黑，对着镜
子练舌头、练发音、练口型、练肢体
动作，终于将劣势变成了优势。

他坚持以声为媒，讲红色故事，
传递文明正能量。林焕然在多届

“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大赛中，获得
“朗诵之星”称号；在“校园之星”全
国青少年艺术风采展示活动全国赛
中获得金奖；多次参加中央音乐学

院全国青少年艺术展演，获全国赛
金奖；在“爱冰雪·迎冬奥”全国青少
年冰雪主题推广活动中表现突出，
获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表彰；参演腾讯“两癌预防”等公益
宣传片拍摄，传播健康知识。

他还向闽南话发起了挑战，虚
心向答嘴鼓传承人学习。他勤奋
刻苦，就连说梦话都在练习。三年
级时，林焕然已能用道地闽南话诵
读出经典诗词的韵味。他的答嘴
鼓作品《禁毒英雄林则徐》登上了
厦门卫视《斗阵来讲古》栏目。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林焕然

以声为媒的“小话筒”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八年级陈翊萱

全能发展“多面手”

在中国共青团厦门市第十九
次代表大会上，陈翊萱作为学生代
表之一出席会议。这高光时刻的
背后，是她的不懈努力。从进入校
园的那一刻起，她就在各方面严格
要求自己，向着“新时代好少年”这

个目标前进。
陈翊萱被同学们称为“六边形

战士”：她勤学善思，成绩始终名列
年段前茅，连续多年获评学校“十
大之星”和课程全优生，被评为校
三好学生；她业余爱好丰富，先后
参加校篮球队、排球队，多次作为
主持人主持学校大型活动，曾获
2021—2022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
智能创新大赛“无人机主题赛”二
等奖，第四届中华经典诵读大赛福
建省一等奖、国赛二等奖，厦门市
第十八届少年儿童科技创想绘画
设计比赛优秀奖、2020年第三届厦

门市中小学创客大赛“动漫创客项
目”一等奖等；她是老师的得力助
手，担任班级班长、校团委学生会
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等，以身作则
为同学做好榜样。

成绩优异不是她唯一的标签，
活泼开朗的她有着极强的社会责
任感，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如
加入鼓浪屿志愿者队伍，为游客答
疑解惑；疫情防控需要志愿者，她
和父母一起到社区协助维序、测
温；主动结对帮扶一位家庭有困难
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关心
帮助等。

叶炉蔚是学校有名的“科技小
达人”，他善于把日常观察到的问
题收集起来，用发明创造、创新编
程来解决问题，用创意为生活添砖
加瓦。

一次，他和家人外出用餐时发
现，长条餐桌不便夹菜取餐。他想
起了家里带转盘的圆桌。如果在
长条餐桌上也放一个转盘呢？叶
炉蔚与指导老师沟通了自己的想
法。在得到肯定后，他着手查阅相
关资料，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设
计和制作。他不断绘制完善图纸、
制作样品，最终完成作品“圆桌长
桌两用转盘”。该项目在第36届厦
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崭获
一等奖，并被推荐参加省赛获省一
等奖，还申请了专利。

2022年 5月 10日，厦门举办
“防空警报日”防空演练。叶炉蔚发
现，学校教室的门是向室内开的，人
员向外撤离时很容易挤在门口，导
致门很难顺利打开。经过不断改进
和完善，他发明了一种可伸缩式应
急撤离教室门。该项目获得第38
届厦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

怀揣科技梦想的他不仅自己
进步，还主动与身边同学分享编程
学习方法，带着身边的小伙伴共同
进步。

●厦门市滨北小学五年级叶炉蔚

爱动脑的小发明家

她热爱集体，热爱学习，热爱
生活，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学生。多次获得的荣誉没有使
她自满，反而鞭策着她不断进步。

林雨娴现任蔡林学校学生会
志愿部部长、主持部成员、班级纪
律班长。身为一名学生干部，她多
次承担学校活动的主持工作，工作
耐心仔细、认真负责。学习中，她
态度端正，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对
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会尽最大努力
克服，成绩优异。课业之余，她积
极参加各项比赛，多才多艺的表现
为她赢得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
言艺术展演小学B组凤凰之星银
奖、福建省教育系统关工委“新时
代好少年”演讲优秀奖、集美区十

佳“新时代好少年”、2021—2022
年福建省“红领巾奖章”四星章等
许多荣誉。

不管是在校内或校外，都能看
到她勤劳的背影：她自发组织了

“给孤寡老人送温暖”的活动，号召
身边同学为贫困老人送去牛奶；每
逢节假日，在社区的各个角落，经
常能看到她爱护环境、捡拾垃圾的
身影；在家里，她主动帮助父母分
担家务……她踏实努力、善良孝
顺，她始终相信，只要人人献出一
点爱，世界将会更美好。

●厦门市集美区蔡林学校七年级林雨娴

勤奋善良的“小太阳”

疫情防控从严期间，在翔安区
内厝镇上塘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现
场，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
身形弱小的小女孩穿着隔离服，戴
着口罩、面罩，跟着妈妈摆桌子。
当居民陆续进场时，就能听到她用

稚嫩的声音不断提醒：“各位爷爷
奶奶、叔叔阿姨，请打开健康码、戴
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这就
是黄凌菡，一名热心公益的小小志
愿者。

黄凌菡的家庭是厦门市文明
家庭，热心公益的父母是她学习的
榜样。从小，在父母影响下，她积
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努力做一名
关爱他人、乐于奉献的好孩子。
2021年寒假，她用自己攒了一年多
的零花钱购买口罩、酒精等，分发
给社区的老人；今年春节，又掏出
零花钱购买米面粮油及其他生活

用品，分发给村里70岁以上的老
人。在班里，成绩优异的她成立了
学习互助小组，为有需要的同学讲
解题目、订正作业，督促他们按时、
高质量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
帮助同学进步。作为班长，她经常
组织同学们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将
自己看过的旧书籍寄给偏远山区
的小朋友；组织义卖活动，将义卖
的钱以班级名义捐赠给公益组织。

她身上持续散发着正能量，走
到哪都像一颗小太阳一样温暖他人，
影响他人，为社会注入涓涓爱心。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三年级黄凌菡

传递爱心的公益者

2022年，在被誉为天文摄影界
“奥斯卡”的格林威治年度天文摄
影师大赛中，杨瀚文合作拍摄的仙
女座星系照片《邻居》夺得青年组
世界冠军。这幅照片定格的不仅
是动人的星系，更是中国少年敢于

追梦的青春光芒。
4岁时，杨瀚文在丽江见到了

在城市中从未见过的银河，被璀璨
的星空深深吸引。上小学后，他开
始大量阅读有关天文与星际科幻
的作品。他的天文摄影知识基本
靠自学：在互联网上搜寻大量知
识，在社交平台上找寻志同道合的
伙伴。观看电影、纪录片，阅读著
作学习天文理论知识，再摸索实
践，着手拍摄……一路走来，困难
重重，但收获满满。

星空与黑夜相伴，拍摄得在夜
间进行。晚上10点上楼顶，拍到

凌晨四五点是常有的事。遇上冬
季，刺骨的冷风吹得他双手僵硬，
冻出口子。这些都无法磨灭他对
星空的热爱。2021年，父母帮助他
把拍摄设备送到云南的远程天文
摄影基地，他在家通过电脑远程操
作设备拍摄。每天晚上，他至少花
上半个小时调试设备，第二天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天文相机。

因为心中有梦，杨瀚文透过城
市光幕，看到了亿万光年之外的风
景。他还组建了全国各地学生天
文爱好者学习群，希望让更多人看
见这美丽的风景。

●厦门市第十一中学九年级杨瀚文

星空摄影“追梦人”

受非遗保护工作者母亲的影
响，范宸欣3岁就能唱出南音名谱
《走马》旋律。她从小与南音结缘，
立志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范宸欣4岁拜台湾南音名师林

素梅为师，5岁参加社区南音振兴
“欧厝南音泥土计划”，7岁加入学
校南音班。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
学习南音困难重重，看的是工乂谱
古谱，唱的是闽南方言古语，弹的
是唐宋遗制古乐器，但她以超乎同
龄孩子的“静定慧”，勤学苦练，熟
识了南音奏唱。

6岁时，她与国际音乐大师、奥
地利指挥家王进同台演绎南音名
谱。7岁那年，她录制的南音被中
国音乐学院图书馆“中华传统音乐
资源库”收录。2022年，她参与“十
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国家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世界非遗南音
百课》打击乐器示范录影，成为首
位参与国家南音记录工程的最小
传承者。

她积极宣传推广南音，把《南
音颂党恩》唱到全国“少年儿童心
向党”主题宣教中，唱到“我们的节
日·春节”经典朗诵网络展演中。
去年，她参加了中国侨联主办的

“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厦门·
思明特色文化寻根线上夏令营”，
为153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展示南
音，让更多人感受到南音的魅力。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三年级范宸欣

袅袅南音传承人

阳光自信、正直善良的他，既
是学法普法“小标兵”，也是创新制
造“发明家”，兴趣广泛的他不断发
展自己，朝着优秀的道路不断前
进。

2022年，杨乾宁入选人民小学
教育部第七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
宪法”活动预备队。对于一个孩子
来说，要将枯燥的律文背下来，还
要灵活运用，这是一道难题。但他
凭着坚韧的意志和浓厚的兴趣坚
持了下来。他把相关材料做成小
册子随身携带，一有时间就翻开背
诵，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加深对法
律条文关联性和系统性的理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一路披荆斩
棘，最终获得厦门市赛、福建省赛
两项个人第一名、一等奖，并在全
国比赛中，克服主观题视频上传故

障的意外，沉着应对，攻克备选题
中的生僻难点。最终福建省代表
队（厦门队）取得全国一等奖。

杨乾宁感兴趣的还有科学小
发明。2022年下半年，全球发明大
赛的邀约发到人民小学，他和小伙
伴发明的作品“智能AI鱼菜共生
基地”获得全球发明大会ICW中国
赛区二等奖、福建赛区二等奖。他
的《做一名“慵懒”的农夫——学校
鱼菜共生基地种植体验》研究成果
获厦门市2022年小学生研究性学
习报告活动三等奖。

●厦门市人民小学六年级杨乾宁

攻坚克难小勇士

她是“厦门市优秀少先队员”
“福建省优秀少先队员”。她热爱
阅读，兴趣广泛，唱歌舞蹈、美术书
法样样拿得出手。通过丰富多彩
的业余爱好，她不断丰富自己。

程子璇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
阅读中度过，图书馆、书店是她流
连忘返之地。从小养成的阅读习
惯培养出她出色的文笔和深度的
思考。她积极参加市、区组织的各
类征文比赛，荣获市级奖2次、区级
奖5次。2020年，她撰写文章在

“新时代好少年”主题读书征文中
获全国小学组一等奖；《我要成为
现在的你们》一文荣获2022年“新
时代好少年·强国有我”主题教育
活动市级“读书之星”，省级征文二
等奖；《泳池中的“泼水节”》一文获

全国“青少年杯”征文银奖。
作为湖里实验中学少先队大

队长，她不仅自己遨游在书籍的海
洋中，还组织创办了周末“墨香读
书会”，每周一个主题，发布读书任
务。在她的倡导下，同学们都开始
深度阅读，用心思考，撰写读书笔
记。每周日晚上，“墨香读书会”的
书友们齐聚一堂，热情洋溢地分享
着自己的读书心得、时事见解，也
让越来越多人感受到阅读的魅力，
以书为友，勤学善思。

●厦门市湖里实验中学七年级程子璇

爱读书的小作家

他品学兼优、多才多艺，每学
期均获学校“勤毅奖”，还担任宣传
部部长。走出校门，他同样是小小
宣讲员，常常在各类志愿讲解活动

中，尽己所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魏嘉玺生长于厦门，对海洋文
化有着浓厚兴趣。2018年，他经过
层层筛选，被聘为“厦港海洋文化
展示厅”一日小厅长，作为志愿者
负责展馆内的讲解工作。他在家
反复练习，把厚厚的讲稿熟记于
心。三年来，他披上“志愿讲解员”
的红色绶带，娓娓述说着闽南传统

“送王船”习俗的前世今生。他还
常常参加其他文化景点的志愿讲
解工作，获得厦门红色文化讲解员

少儿组市级“十佳”，教育部关工委
“新时代好少年·强国有我”主题教
育演讲比赛省级一等奖等荣誉。

出生于红色家庭的魏嘉玺，还
是一名红色文化传播者，曾多次走
访厦门神山、陈嘉庚纪念馆、古田
会议会址等，写下多篇优秀文章，
在“新时代好少年·强国有我”征文
比赛中获省、市级一等奖，在“不忘
红色初心 牢记传承使命——我心
目中的厦门红”征文活动中获市级
一等奖等，用深情笔墨歌颂对党和
祖国的热爱。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九年级魏嘉玺

传统文化宣讲员

他是厦门市优秀少先队员，是
熠熠生辉的校园之星，“三好学生”

“文明学生”是他的名片。他曾多
次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在“新时代
好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演讲比赛中
获全国二等奖，在厦门市“中小学

讲金砖演讲比赛”中获一等奖。
演讲是徐熠辰的特长，在学校

升旗仪式、大型活动中，处处都有
他主持的身影，尤其是在普法活动
中，他带着对宪法朴实的理解和真
诚的信仰，发挥演讲特长，努力普
及法律知识，宣扬法治精神，展现
新时代少年的使命担当。

徐熠辰主动担任学校普法长
廊的讲解员，是学校的普法小卫
士，经常协助老师组织开展“颂歌
献给党”“学雷锋、争做好少年”“宪
法日、一起学宪法”等活动。他是
福建省“蒲公英”普法志愿者的代

言人，参与了2022年福建省宪法
宣传片的拍摄。

去年，在“学宪法 讲宪法”演讲
比赛中，他以福建省第一名的成绩
脱颖而出，获得晋级全国赛的资
格。在备赛过程中，他深感责任重
大，时刻不敢懈怠，经常利用课后
时间翻阅资料，钻研宪法精神，精
心打磨讲稿，严格训练站姿，最终
获全省一等奖、全国赛三等奖的佳
绩。他用实际行动不断验证和提
高自己，在不懈努力中努力实现自
己的理想。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六年级徐熠辰

宣讲宪法“小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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