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式中国年

寒假将至，我和同学们相约来到了位于西海
岸新区的明月海藻世界游览研学。这里仿佛是个
缩小的海底世界，海洋科技与文化的结合，让同学
们惊叹不已。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走进海
藻世界看看吧！

走进海藻部落入口，映入眼帘的就是一
排大大的透明玻璃圆柱，里面装着类似植物
的东西，圆柱后面整面墙都是蓝色海洋背景，
而三块不同颜色的展板特别醒目。通过讲解
员详细解说，我们明白了圆柱内装的就是海
藻，根据颜色共分为三大类：绿藻、红藻、褐
藻，与后面展板相对应。紧接着往里走，到了
一排实验台前面，讲解员一边讲解，一边动手
为我们做了实验。原来我们日常吃的海带、
海凉粉都属于褐藻及褐藻加工物，而且酸奶、

奶茶中的珠珠、果冻、烤肠等食品中都会有海
藻的成分。

随后，讲解员带领我们走进了医学大厅，这
里随处可见海藻在医学方面的贡献，特别吸引
我的就是海藻纱布，这种纱布环保安全，使用过
的纱布直接变成果冻状，并且与伤口接触也不
会造成二次破坏伤口且能减轻痛感。接着我们
纷纷动手实验，大家都体会到了有海藻添加和
无海藻添加的纱布有明显的区别。

参观完海藻部落，我们来到了期待的
DIY实践区。在这里我们亲手用海藻泥制作
了一个个或单色或五彩斑斓的、软弹的、形
象多样的“海藻精灵”。我们捧着自己制作
的“海藻精灵”成品，争着让随行家长给我们
合影留念。

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活动结束我们要
乘车返程了，大家都恋恋不舍，缓缓地挥手与讲
解员和海藻世界告别。

这次研学，让我对海洋知识有了更深层次
的了解，并通过实验增强了我们的动手实践能
力。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海藻不仅能够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还可以在食品、医疗、工业、农业
等各方面大展身手。我充分感受到，海藻与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作为海边成长的少年，
不往海域乱丢垃圾及污染物，不乱捕捞海洋生
物，保护海洋环境，珍惜海洋资源不正是我们
应该做的吗？

青岛浮山路小学
五年级 何洪旭

指导教师 郭秀芳

经略海洋，从一棵海藻开始。上个周末，我
们来到明月海藻世界研学，一起探索海藻的无
限传奇，见证小海藻历经亿万年生生不息的顽
强生命力，了解人类利用海藻的悠久历史。

跟着讲解员的步伐，我们学到了很多书本
里学不到的知识，我明白了海藻按照颜色可以
分为三大类，绿藻、红藻和褐藻，知道了我们平
时吃的紫菜属于红藻，沙滩上的浒苔属于绿藻，
而海带属于褐藻。在这之前，我还以为他们都
是绿色的。接着我又了解了原来我平时喜欢喝
的波波奶茶也是海藻做出来的，软糯Q弹，加热
后也不会融化变形，海藻不仅可以作为百姓餐
桌上的营养食材，其提取物还有很高的医用价
值。可谓是小海藻，大用处。

在展览馆的一面墙壁上，我看到了《咏海
藻》这首优美的散文诗。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
刻：你是一种情怀，柔躯弱骨承载着一个蓝色
梦，志向高远；你是一叶浮萍，默默无闻地扎根
海底，守卫海滩。是的，小海藻历经了亿万年，
今天又能与我们见面，那生生不息的顽强值得
我们称赞，更值得我们学习。

明月海藻世界让我们每位同学都增长了见
识，满载而归，一路上伴着欢声笑语，承载着对
小海藻、对海洋的热爱。

青岛浮山路小学
五年级 张芸宁

指导教师 郭秀芳

贴春联是过年的传统习俗，既是为了辞旧
迎新，增加喜庆的节日气氛，也表达了人们对新
的一年美好生活的祝愿。各个地方春联的形式
和花样也是五花八门，但多数是对仗工整的祝
福语和“福”字，有的地方还有“过门钱”，做得可
漂亮了。

说起贴对联，我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因为每
年临近过年，我都是回老家贴对联的“主力军”！
这不，要过年了，姥爷又带我回去“一展身手”。

刚进入村庄，我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很
多人家已经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春联，街上打
扫得干干净净，让人的心情不由自主地愉悦起
来。到了自家院门，我一个箭步冲进去，迫不及
待地拿出干活的“装备”，忙活起来。有人会说，
贴春联不就是抹点胶水贴上去嘛，有啥难的？
其实不然，这里边也有很多小技巧，比如天气太

冷糨糊会冻，上下联不能贴反，上下左右位置要
对称……

姥爷烫了糨糊、清理了门板，准备工作都完
成，我说干就干。先从最容易的小“福”字开始，这
个主要贴在院子里的水缸等大家伙上面。我先拿
起小扫帚，沾了少许糨糊，均匀涂在小“福”字的
背面，然后对准合适的位置，小心翼翼地粘上去，
轻轻一压，小“福”字就牢牢地留在了水缸上。虽
然简单，可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不，还真出了点儿
小意外，有个小“福”字被我贴歪了一点儿，我想：
过新年，要寓意美好，贴“福”字也要贴得完美。于
是，我小心地揭下来，重新涂上糨糊，对准以后小
心谨慎地重新贴了上去，再退后一步检查了一
下。“嗯，这还差不多。”姥爷在我身后说到。

大小“福”字贴好后，重头戏就是贴院门上的
对联了，这副对联最大，而且是“门面”，必须保证

质量，这就需要我和姥爷分工合作。首先我们量
了量大门和对联的长度和宽度，算好了要贴的位
置，然后姥爷拿着对联的上边，我捏着对联的最下
端，轻轻地贴近门板，确保不歪不斜才贴上去。姥
爷用一把干净的小笤帚，从上到下把对联扫平
整。我是个急性子，早就用两只手在对联上拂来
拂去了，结果染了满手的红颜色，又来了个“抓耳
挠腮”，于是我的脸就成了大花猫。姥爷笑着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紧锣密鼓地忙了一上午，看着贴好的对联和

“福”字，瞬间感觉年味更浓了。过大年、贴春联、
家家户户都团圆，这些美好的传统习俗值得我们
好好地传承下去。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五年级2班 刘烁岩
指导教师 周晓燕

珐琅，千绘万工，流淌成记忆的流光。——
题记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随青版财经小记者团
来到了位于崂山区的青岛铭史堂博物馆，初识了
景泰蓝（又称掐丝珐琅）。自此，它那俏丽古雅的
身影便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多么希望拥有
一件属于自己的景泰蓝啊！

好运说来就来！爸爸发现了一家名叫米
拉索景泰蓝的艺术馆，可以现场体验，于是我
们欣然前往。一进大门，我便被馆内展示的作
品吸引了。展柜上陈列着形象逼真的孙悟空、

巧夺天工的晴空白鹤、美轮美奂的青铜面具
……看到这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习掐丝珐
琅的制作。

掐丝珐琅的制作主要分为掐丝和上珐琅彩两
大步骤。掐丝是取几条柔细的金丝，用镊子的两
端合力将其掐成造型，再用胶粘合成精巧的画
坯。然后将画坯拢固在画架上，在之后的五分钟
里，它慢慢地等待着色彩的雕饰，再开始更深入地
转化。随着工作人员的讲解，我认真地制作起来，
不一会儿，我的“掐丝”工作就做好了。只见，在金
丝的勾勒下，一幅山水画初见端倪。

接下来，轮到上珐琅彩了。我蘸取了天青、翠

蓝、鹅黄和嫣红。于山顶处缀点天青，山朗润
起来了；于河水旁洒下翠蓝，水流动起来了；于
花丛中糅杂几许鹅黄、几许嫣红，花香扑面而
来了……看着这栩栩如生的山水画作品，我喜
不自胜。

“景泰珐琅，色泽精丽凝瑶。”这个中国传统工
艺，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与故土、智慧、传承等慢
慢融合，才下笔尖，又上心间，我已深深迷恋上珐
琅了。

青岛虎山路小学
四年级2班 张烨轩

指导教师 张静

见证海藻的神奇

春节对联我来贴

“指尖小匠人”体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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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代传承，百年回味，寺后老烧锅酒传统酿制技艺已被列入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近日，青版财经小记者来到青岛于家酒业，探访传统酿制技艺。这次活动让小记者们感受
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酒文化，树立了文化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家乡。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盛军 摄影报道

前几天，我跟随青版财经小记者团来到
位于美丽黄岛西海岸的明月海藻世界参观
研学。

海洋的神秘，一直吸引着我去探索。一
早，我们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乘坐大巴车，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终于来到了“明月海
藻世界”。我们有序地排队进入大厅。讲解员
带领我们参观并耐心详细地为我们讲解。通
过她的讲解，我知道了许多海洋知识和海藻的
作用。海藻的提取物可以制成化妆品，让皮肤
变白保湿；海藻提取的海藻酸钠还可以制作果
冻、酸奶、凉粉等。人们还用海藻提取物制成
了一种新型的医用纱布——果冻纱布，这种纱
布可以吸收大量伤口渗出物，这样，出血的伤
口就不会与纱布粘连在一起，而且，这种纱布
还能促进伤口愈合。

最后，我们还用海藻酸钠制作了许多漂亮
的“海洋精灵”。明月海藻一日游让我收获满
满，真是开心又精彩的一天。

青岛浮山路小学
五年级 嵇彦凯

指导教师 郭秀芳

四年了，我对我的班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爱我
的班集体，我爱班里的老师和同学们！

或许，我们一班在全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头号“捣蛋王”在我们班，0分卷子也出现在我们
班，对这么一个活跃指数爆表、学习成绩又差的班
级，哪个老师看见我们班不望而却步？这学期我
们幸运地迎来了班主任大周老师，要说我们班级
出名，这位大周老师比我们班更有名气，光这名号
就足以震慑班里几个捣蛋鬼了，大周老师霸气出
场，全班鸦雀无声，真的是入室即静、落座即学。

渐渐地，在大周老师的教导下，我们班级也在
慢慢变化。天真活跃是我们班级的招牌，元旦活
动上，同学们积极展示自己的才艺表演，有诗歌朗
诵的、有跳舞的、有拉小提琴的，真是吹拉弹唱样

样精通呀！爱心义卖活动上，我们班的同学们冲
在最前面，把家里最心爱的玩具、文具、图书、珍藏
的小手工全都拿出来了，大家分工明确、团结一
心，将筹集的义卖款全部捐献。我们班的黑板报
都是同学们一起精心完成的，我们班的卫生也越
来越干净整洁了，纪律也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
是，我们班的学习成绩也在天天向上，大周老师从
不放弃任何一位同学，因为我们一班是一个整体，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爱我的班，我爱我的大周老师，我爱我的同
学们，我们一起努力，天天向上！

青岛德县路小学
四年级 王梓怡

指导教师 周钟仪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听
到这首童谣，我便知道新年就要到了，于是就会怀
揣着激动融入到红红火火的川式过年气氛中。

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有过小年的说法，北方的
小年是腊月二十三，南方的小年是腊月二十四，
而在妈妈老家，一个美丽秀气的城市——四川大
英，却是个例外，这里很多地方是没有过小年的
概念的，倒是有些地方把除夕夜称为“小年夜”，
把元宵夜称为“大年夜”。虽然没有小年的说法，
但对四川而言，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四仍然是很重
要的：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也就是送灶
王爷。小时候看父母每到这个时候在灶房里忙
活——摆上桌子、向设在神龛里边的灶王爷拜了
又拜，然后点上了香又开始拜……祭灶的时候还
会做麦芽糖，老人们常说：灶王爷为我们老百姓
忙活了一年，做点糖供给他，好让他老人家甜甜
嘴儿！把糖抹到灶王爷“嘴边”，也就是堵住他的
嘴，一边抹一边说：“吃了糖您就好话多说，不好
的话您就别说了。”

而腊月二十四，就是“打扬尘”的日子了，也是
四川人民一年一度的大扫除。打扬尘一般都是全
家老小一起出动，除了扫地抹灰以外，还要举着扫
帚，将天花板上、屋檐下的每一个角落打扫得干干
净净，屋前屋后的水沟也要在这一天打扫干净。

这寓意着打扫屋内灰尘，除旧迎新。因为可以打
着拖地的借口玩水的原因，每当这一天到来时，我
都显得极其兴奋，可以大胆地玩一次打水仗游戏，
以至于腊月二十四成了我每年最喜欢的一天。

打完扬尘，就要开始为过年准备年货了。在
以前，不像现在买东西那么方便，所以准备年货的
工作总是很繁重却又很快乐。在记忆中，姥姥、姥
爷在腊月二十四之后便会领着我去集市买各种平
常没怎么吃过的东西：腊肉、麻圆、汤圆、糖果和各
种各样的小零食。年货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鞭炮
爆竹了，辞旧迎新没有爆竹怎么行！过年期间，每
当我吃饱饭后就会迫不及待地跑出去玩摔炮、奇
奇花和其他各种新奇的小玩意儿。

对于大人来说，最重要的一天莫过于除夕，家
中的各种亲戚会在除夕这一天团年，一待就是一
整天，打打牌、聊聊天、吃点汤圆，安逸！在这一
天，早饭和晚饭都简单吃点，而午饭是极为丰盛
的，这也是为什么四川人一般不说“吃年夜饭”而
是叫团年的一个原因。

说到四川，人们的印象就是滚烫的火锅和泼辣
的川妹子，但是，四川的新年也如火一般热闹非凡，
各种传承已久的习俗都引人入胜，欢欣快乐。

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 杨思怡
指导教师 丁蕊

小记者探访非遗传统酿酒技艺

海藻世界一日游

我爱我的班

走进“海藻世界”

小记者们参观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拍照留念。

小记者参观酿酒的操作流程。 小记者观看用于存酒的大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