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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危机四伏、矛盾
重重；

那一夜，激情澎湃、年轻
热血；

那一夜，跌宕起伏、峰回
路转，中国革命的命运从此改
写，年轻的党获得了新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泉州大剧院为了纪
念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举
办了《三湾，那一夜》艺术党
课。

我们从《三湾，那一夜》中
可以看到，年仅 34 岁的毛泽
东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以
其坚定的意志、过人的胆量、

准确的判断、善辩的口才，力
挽狂澜，绝处逢生，挽救了革
命、挽救了党，生动展现了毛
泽东同志在风云激荡中熔铸
人民军队之魂的政治远见和
艰难历程。

真实的情节再现，让人感
到惊心动魄；没有三湾那一
夜，就没有新中国。是那一夜
让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道路挪
到成功的必经之路，造就我们
现在的美好生活。

今天，让我们以党的百年
华诞为新起点，继续努力，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三湾，那一夜》艺术党课带小记者重回热血沸腾的革命年代

学习历史 铭记历史 传承红色精神

夏姑娘有一把神奇的钥匙，轻轻地，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夏天的大门打开了。
夏天，一个酷暑难耐的季节。小草，无精打采地低下了头；大树，失去了往日那

“昂首挺胸”的样子，变得病恹恹的；蝉，在树枝上拼命地叫着“哎呀！好热呀，好热
呀”……

池塘边，却是一幅优美的景色。瞧，那一朵朵粉色的荷花，就像一位位亭亭玉立
的少女。池塘中铺满了荷叶，一眼望去，满眼碧绿，中间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粉红，真
是美不胜收！

海滩上，也是一派热闹。有的人在游泳，有的人在海滩上捡贝壳，还有的小孩在
嬉戏打闹……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夏天的风光，如同一幅美丽又动人的风景画。我爱夏天，更爱夏天的景色！

N海都记者 刘薇 吴日锦 林良标

专栏题材不局限于活动作品，在平时的学习
生活中，若有满意作品，都可以投稿。

投稿邮箱：65850162@qq.com。

《三湾，那一夜》是由中国国
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
在不久前刚斩获第24届曹禺剧
本奖和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壹
戏剧大赏”的“最佳编剧奖”。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7 月 16 日，中国国家
话剧院与泉州大剧院联合举办
了“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三
湾，那一夜》艺术党课”主题活
动，海都小记者们参与其中，学
习历史、铭记历史，重温党的光
辉历程，传承红色精神。

N海都记者 刘薇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今天是星期五，火辣
辣的太阳就像一个大火
球炙烤着大地。为了参
加《三湾，那一夜》艺术党
课，我们海都小记者冒着
烈日，着装整齐，带好了
笔记本和笔，满怀期待地
来到了泉州大剧院。

活动在热烈的掌声
中准时开始。主持人向
我们介绍了《三湾，那一
夜》的主角，他们是王晖、
王力夫和王勇。三位老
师为我们分享《三湾，那
一夜》背后的故事，并讲
述了那段红色革命历

史。通过老师的分享，我
对“三湾改编”有了初步
认识，但印象最深刻的，
却是话剧里所使用的服
装道具。

工作人员推出了一
个大衣柜，里面陈列着这
次话剧演出所需要的服
装。主持人让我们来猜
猜三位老师在话剧里的
演出服装。第一套服装
破旧不堪，看上去是农民
穿的。王勇老师扮演的
余贲民是工农革命军，显
然这套服装是他的。剧
中人物余洒度是黄埔军

校的一员，他的穿着打扮
比较讲究，一套军装、一
双大马靴——扮演者王
力夫老师穿上妥妥的！

最后拿出来的这套
服装，我们都清楚是毛主
席的服装——破旧，有不
少补丁。王晖老师说，这
套服装还是毛主席在去
参加会议的路上借的，他
自己的衣服更破旧，补丁
更多。听完这些，我的心
里顿时肃然起敬。这些
服装都配有长长的红领
巾和红色袖章。王晖老
师说，红领巾象征着“南

昌起义”，红色袖章代表
着“秋收起义”。可想而
知，整个剧组在服化道各
个方面苦下功夫，从细节
入手，力求还原真实。

作为小学生的我，对
老师们所说的那些厚重
的历史，那些峥嵘岁月，
我还不能完全明白。但
是我明白，在杂货铺召开
的一次会议，竟然能排演
成精彩绝伦的话剧，这里
面倾注了多少人的心血
和精力，为的是能带我们
回忆那段历史，铭记历
史！

三湾，那一夜
海都小记者：泉州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年9班 董亦飞
指导老师：杨缘圆

有意义的艺术党课
海都小记者：泉州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三年4班 蔡锦毅
指导老师：李思敏

今天是周末。清晨，我睁开眼睛，走出房间，看见爸爸妈妈正在客厅打扫卫生。
我好奇地问妈妈：“大家都放假休息，你们怎么还要劳动呢？”妈妈停下手中的活，擦
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微笑着对我说：“平时爸爸妈妈要上班，今天放假，要把家里好好
打扫一下。”我想爸爸妈妈那么辛苦，我应该帮忙一起劳动。我马上跑到哥哥的房
间，叫上哥哥一起来打扫。

我抢过妈妈手中的抹布，对妈妈说：“您休息吧，让我跟哥哥来打扫！”妈妈激动
地说：“你们长大懂事了，可以成为妈妈的小帮手了。”这时哥哥也接过爸爸手上的拖
把，开始一起劳动。

我细心地把桌子擦得一尘不染，把玻璃擦得像面镜子；哥哥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
连一个角落也不放过。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今天虽然很辛苦，但我很开心，因为我体会到了劳动的乐趣和意义。我也体会
到了爸爸妈妈平时劳动的辛苦，以后我一定要多帮帮他们。

劳动最光荣

今天，天气明媚，我们来到了南安
农科所参观学习。

农科所可漂亮了，有一座五层高
的办公大楼，一楼的正门头上写着“国
家级农作物品种区试站”大字，院前种
植着各种树木，仿佛来到一片绿的海
洋。

农科所的叔叔阿姨们可热情了，
给我们准备了可口的茶水，并详细地
给我们讲解了农科所的历史由来。洪
所长讲，南安农科所有 9名工作人员，
别看人少，这儿可是国家级农作物培
育基地，全省只有两家，为国家培育过
不少新农作物品种，为社会作出不少
贡献。听到这里，我们肃然起敬！

接下来，我们来到院外的农作物
类试验基地。其中一块田地里种植着
爬满绿色叶子的植物，这是什么呢？
我们感到很好奇。农科所陈副所长给
我们介绍，这种植物叫甘薯，它是一种
耐干旱的蔓藤作物，实验田里种植有
红芯的、黄芯的、紫芯的甘薯，因实验
要求，这里的甘薯基本不打农药，有机

绿色，味道好。
参观完甘薯种植基地，我们走向

水稻种植基地，田里种植着郁郁葱葱、
尖尖长长的水稻叶子，走近一看，水稻
的果实稻谷一片片低下了头，弯着
腰。小记者们好奇地问陈副所长，水
稻为什么会低头呢？陈副所长告诉我
们，水稻生长开花后，果实生长发育，
成熟的果子一天比一天沉重，就会压
得低了头。小记者们又问，水稻的种
植期要多长时间呢？陈副所长介绍
说，一般需要120天到150天。这水稻
种植可不简单，要经过人工发芽、育
苗、插秧、施肥、浇水灌溉、拔草除虫、
收割脱壳等繁杂工序，才能变成美味
的大米，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听到这
里，我们不禁朗诵起《锄禾》这首古
诗：“锄禾日当午，汗地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我们认识到
一些农作物的基本生长习性，特别是
粮食水稻的种植生产，真是太不容易
了。今后，我们一定要珍惜粮食。

参观南安农科所

夏天真美

作者：南安市第二小学三年6班 甘愿 指导老师：尤小兰

作者：泉州市通政中心小学二年6班 罗嘉祥 指导老师：郑凤娴

作者：泉州市丰泽区实验小学三年7班 罗壹涵

小记者们上艺术党课，
重温党的光辉历程

话剧展现了峥嵘岁月，
小记者们看得很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