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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思的投资游戏环节来了。

此环节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把资产配置、

定投、基金、股票、保险、不动产等抽象

理财概念诠释得生动有趣，让小记者们

收获了许多理财知识。为了让小记者

们在虚拟的市场风云中体会风险与收

益，经过老师生动的讲解，在最后一个

模拟投资演练环节中，每个小记者经过

思考，拿着手中的“钱币”根据虚拟市场

环境进行投资，投资对象分别是：定存、

保险、不动产、股票、基金，大家认真思

考，学以致用，俨然是一副小小投资人

的模样。

“ 今 天 收 获 很 大 ，学 到 了 好 多 知

识。通过这次活动，让我认识到平时的

用钱太没计划了。接下来，我会和妈妈

一起把理财日记本用起来，记录下平时

的生活开支，合理规划自己的零花钱和

压岁钱。”活动结束后，小记者叶郑昊感

叹道。

家长们也认为此次活动体验很不

错，平时孩子很少接触到银行，通过这

次活动，让他们对银行的工作系统有个

较清晰的了解，同时树立起正确的消费

观、金钱观，是很有必要的。

■邓亚梅

“如何存取款？”“如何投资理财？”“自己攒的压岁钱要怎么使用呢？”日前，20 位瑞安日报小记者在家长

的陪同下走进了招商银行，学习银行服务礼仪以及金融理财知识，带着满满的好奇与兴奋进行了一次“小

小银行家”的体验之旅。

瑞报小记者
化身“小小银行家”

习礼仪，学理财，忙得不亦乐乎！

学习厅堂服务礼仪

对待顾客一定要礼仪周到，所以，礼

仪的学习是最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小记

者们穿上笔挺的西装，排着整齐的队伍

跟随着老师认真地学起了礼仪。“您好，

这边请！”“您好，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

务？”“您请坐！”“慢走，再见！”⋯⋯小记

者们一边学着动作一边配合礼貌用语，

俨然一个个小小银行家。

小记者夏启恩说：“学习礼仪很累，

胳膊很酸，但是一想到今天自己是银行

的工作人员，不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来。”

体验大堂经理日常工作

理论最终还是要和实践结合起来。

这不，小银行家们已经来到大堂。有的

等候在银行大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每

进来一位客人，他们都会笑着问候：“您

好，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有的在填

单处指引顾客填单，态度极其认真。顾

客们都纷纷对这一群萌萌的小银行家竖

起了大拇指。

参观、熟悉银行基础设施

以往小朋友们来银行，都是陪爸爸

妈妈办理业务，来去匆匆，根本不可能

深入了解银行。而此次活动中，小记者

们在银行大堂经理的带领下参观了解

了取号机、自助发卡终端、自动取款机、

自助理财终端等设施的使用，并且明白

了柜台、自助区、理财区等不同区域的

工作分配以及不同单据的填写方法和

功能用途。

学习金融知识、投资游戏

天真冷啊，冷得就像把大地装进了冰

窖了一样。我们“芳华战士·山河记忆”志

愿小分队不畏严寒，去潘岱给抗战老兵张

教弟老爷爷拜年。

一下车，我就看到一座木制老房子，

房子里走出了一位老爷爷，头上戴着一顶

黑色的旧帽子。他的脸焦黑枯黄，布满了

皱纹，像干裂的大地。胸前挂着许多鲜亮

的勋章，十分耀眼。他就是96岁高龄的抗

战老兵张教弟爷爷。

我们给老爷爷的房子贴上了对联后，

开始听他讲年轻时候打日本人的故事。

他右手拄在拐杖上，左手一会儿向下劈，

一会儿向上挥，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战场

上。

“86 年前，日寇入侵，轰炸我们的家

园，我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说到这

里，老爷爷的眼眶湿润了，他停了下来，用

大拇指和食指做成一把尺子的样子，在头

上比划了一番，继续说道：“现在我头上有

一道十几厘米的伤疤，这是当年打游击战

时被日本人打了一枪留下来的。”听到这

里，我们肃然起敬，情不自禁地向老爷爷

敬了少先队礼，感谢他当年浴血奋战，保

家卫国。

我 们 给 老 爷 爷 准 备 了 很 多 新 年 礼

物。金可欣姐姐送上她外婆亲手织的毛

线袜子，还有鲜红的羊毛围巾。我们志愿

小分队给老爷爷送了崭新的军帽，闪亮的

纪念章和厚厚的军大衣。老爷爷把这些

礼物都穿戴到身上，看上去英姿飒爽，仿

佛回到了年轻时打日本鬼子的样子，真威

风！

临近分别时，老爷爷也给我们准备了

新年礼物。这个礼物很特别，他送了每人

一个肥大的大萝卜，这萝卜是老爷爷自己

亲手种的。拿着沉甸甸的萝卜，我感慨万

千。老爷爷年轻的时候，冒着枪林弹雨，

不怕危险；年老时，发挥余力，自食其力，

真是令人敬佩呀！

在寒冷的冬天，为老爷爷送上新年礼

物和美好祝愿，仿佛是寒冷冬季里燃起的

一把火焰，让人心里暖暖的。我心里默默

许下诺言，长大以后，我也要变成和老爷

爷一样的战士，保卫我们的国家。

（指导老师 林芳芳）

给老兵爷爷拜年
隆山实验小学二年级 杨里浩

宏村的灯笼，

是温暖的红晕，

在波光粼粼的夜中，

漾开脸上的笑容。

宏村的灯笼，

是柔和的梦境，

穿梭在古桥通幽间，

如漫天繁星闪烁。

宏村的灯笼，

是飘逸的秀发，

拂过轻飘飘的睫毛，

似银河蜿蜒流过。

2018年，我在哈尔滨的雪乡过新年。

到了雪乡，我立刻被眼前银装素裹的

冰雪世界所吸引。房屋上披挂的雪帘与

地面大雪融合，置身其间，四周朦胧的灯

光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处在梦幻城

堡，如临童话世界。

在雪乡，我看到了传说中的“雪蘑

菇”，如白猿献桃、海龟望月，软软的，手一

伸入就没了进去，漂亮极了。

在东北过年，我们按照东北的过年习

俗亲手做了东北大饺子。做完饺子后，我

还目睹了一次神奇的“泼水成冰”。我泼

出的开水在空中瞬间结成了冰，像万箭般

朝前方射去，太好玩啦!

第二天清晨，从梦乡中醒来，我透过

窗子往外一看，只见家家户户都在挂灯

笼，这些柔和而温暖的光给白茫茫的清晨

中添了几分色彩。看着正在变得更加多

姿多彩的雪乡，我暗暗祈愿：“让我的家乡

也变得更加多彩美丽吧!”

下午，我们去滑雪，滑着脚下的雪，仿

佛滑出了新年的希望。我不想在滑雪场

上停下，就这样一直滑着，滑着，漾起的雪

花、高声的欢呼交融在一起，仿佛画出了

新年最美丽的样子，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自己也一往直前。

在一阵阵爆竹声和欢歌笑语中，我们

终于迎来了春节。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

节日，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日子。

我先来讲讲春节的由来吧。传说中

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

角，凶猛异常。“年”长年深居海底，每到

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年”

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人们知道了驱赶

“年”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

对联，燃放烟花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

更待岁。

春节期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放烟花

了。除夕夜，吃完年夜饭，窗外便响起了

阵阵爆竹声。我和姐姐可不想错过这欢

快的烟花联欢晚会，赶紧跑到阳台。一束

束烟花窜上天空，有的像人们的笑脸，有

的像绽开的紫罗兰，还有的像只可爱的小

狗⋯⋯好看极了！这时，爸爸也小心地点

燃了一根烟花，我害怕地往后退了几大

步，只听“砰”的一声，一簇细细的烟雾直

冲上空。我屏住呼吸，抬头张望那细细的

烟雾。几秒后，烟雾在空中炸开，金色、红

色、银色的烟花仿佛是从天而降的彩色花

雨。只可惜时间太短，我还没看够呢，花

雨就没有了。

“爸爸，爸爸，再放一根！”我迫不及

待地想看到更多美丽的烟花。接着，爸

爸又放了“蝴蝶花”。“蝴蝶花”像火箭一

样冲上天空，炸开后，宛如五彩斑斓的蝴

蝶 ，好 漂 亮 ！ 最 后 ，我 们 还 看 了 喷 花 ，

“吱”的一声，喷花炸出五颜六色的火星，

火星在空中又一次炸开了花。多姿多

彩、形态各异的烟花激起了我对新年的

喜爱。

我喜欢过年，尤其喜欢除夕夜那绚丽

多姿的烟花。

过春节
汀田实验小学三年级 李烨磊

过“雪”年
马鞍山实验小学六年级 沈桢皓

宏村的灯笼
瑞安市实验二小五年级 葛思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