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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打扫卫生不小心划破了手，老公忙找了一块
创可贴给我贴手上，又要开车带我去医院看医生。我
说，这点小伤，用不着去医院，可他非要坚持去。在医院
处理了伤口，拿点消炎药回到家后，老公让我坐着休息，
还嘱咐我最近几天千万别让伤口见水，说完就去厨房洗
碗了。

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看来，随着年龄渐长，老公知
道体贴关心我了。等他忙完从厨房出来，我刚要夸奖几
句，没想到他先感慨起来：“幸亏我反应快，及时让医生
给你处理了伤口，你皮肤那么不好，万一感染了，我还不

得活活被厨房拴一个月呀。这样，我顶多辛
苦两天，你手好了，我便脱离苦海了。”

在 AI 时 代 ，尤 其 是 随 着
DeepSeek等先进AI工具在全球
的火爆，提问的艺术成为了人们

关注的焦点。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主播和UP 主常常晒出
DeepSeek令人惊艳或令人感动的回答，引发了众多观众的好
奇：如何提问才能得到这样的答案？因为同样的问题，不同
的文字表达AI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回答。

是的，在AI时代，如何提出问题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重
要问题，而如何提问正在成为与寻找答案同等重要的能力。
目前，各社交媒体上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授课，传授如何向
DeepSeek提问，甚至总结出了各种“喂饭指令”和“万能提问
公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公式和模板有多少种，都
无法覆盖全部的问题，也无法穷尽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归根
结底，我们需要自己具备提出高质量问题的能力。

在AI时代，我们要如何教育孩子？如何教育孩子学会
提问？一些家长忧虑，传统教育观念会被颠覆吗？答案是否

定的。我们看到，很多向AI提出高质量问题的人，都是接受
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他们并非AI时代的“原住民”，甚至也不
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AI时代的教育并非要否定传统
教育，而是在技术与人文的交融中开创教育的新维度，实现
继承、变革与重构。

传统教育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如培养独立思考、创造
力、思维力等，仍然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但另一方面，传统教
育的标准化、流水线式、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将受到挑战。僵
化的思想，既提不出高质量的问题，也无法得到AI鲜活有效
的回答。

业内人士认为，当今知识获取成本的降低使得教育的重
点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知识的整合、应用和创新，未来教
育将更加注重培养人的高阶思维能力和跨学科能力。

在与AI的互动中，人们还发现，有时候AI会“一本正经
地胡说八道”。在信息时代，我们要有“火眼金睛”，在海量信
息中辨别真伪，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整合到个人的

知识体系中。这就需要我们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从前我们
强调不要人云亦云，AI时代，我们不能“AI云亦云”。那些看
似正确的回答，我们也要过脑子，不能盲目接受，而是要经过
思考、分析，再判断、吸收。

回到如何向AI提问这个问题。显然，高质量的问题背后，
深厚的学识积累是不可或缺的，已经拥有丰富知识储备的人和
具有对信息进行筛选、编辑与重构能力的人将大有用武之地。

此外，作为提问的人类，需要具备跨学科能力，打破学科
界限，能够在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形成网状的认知
结构，能够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看待问题，理解不同因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找到更全面、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AI浪潮已经奔涌而来。当下，我们既要继承传统教育
的精髓，又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带来的变革。通过培养独立
思考、跨学科能力和信息筛选能力，我们可以提出更优质的
问题，并在AI的辅助下更好地解决问题，推动个人与社会的
进步。

AI时代，我们如何学会提问？ □五十弦

岁月如梭，2024年恍如昨日，一切所经历的欢笑、悲伤、离
愁、辛酸都画上句号，只有常思才能常醒，更不愧对生命又在
清浅时光上刻下一道年轮。

这一年，我依旧酷爱文字，痴心不改，用笔墨抒写着自己
的思想和灵魂。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我凭着对文
字坚如磐石的热爱和坚守，在新闻实践中，默默耕耘，挥洒汗
水，用心采访，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始终以饱满的热忱为时代
鼓与呼、为奋斗聚力量。为了多出炉符合“三贴近”要求的鲜
活稿件，一年四季我苦练“四力”，笔耕不辍，加班加点是家常
便饭，采写推出了一大批带有仙游泥土芳香的新闻作品。

这一年，我破天荒地“开眼看世界”，在地球的另一端觅到
了属于自己的小确幸，成为我人生中的美好记忆。在炎炎夏
日里，感谢背井离乡六年的闺女的盛情邀约，来了一场跨越重
洋的探亲游，只为畅享天伦之乐，遇见不一样的风景和更好的
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天空下，带着一颗探索的好奇心，悠游前
行半个月，一睹世界的繁华与美好，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气息与
风情万种，每一步都充满惊喜。这趟堪称一次心灵洗礼的首
度出国游，我将一路的奇观异景和饮宴游玩写成《美游杂记》，
算是不枉花了 10多万资费。但美中不足的是，饮食不适，忘
不了舌尖上的故乡美味，真的归心似箭哟。

这一年，我开始重新定义优秀，学会了释怀，内心自在
充盈，晓得为自己生命健康负责。我对人生的追求有了质
的改观，既然这辈子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好好地健
康活着，洁身自好、规律生活、经常锻炼，放下曾经怨恨的人
和事，不再纠结于过往云烟，余生的真谛就是简简单单、平
平淡淡。

这一年，我收获颇丰，意义非凡，非同寻常，是幸福的一
年。父亲去年因病离去，母亲的身体健康成了我最大的心
愿。很幸运，一年来母亲身体还很硬朗，能独立生活，想我时
就来城关一起生活，待腻了就回老家。幸好有姐姐帮衬，不用
我多操心。这一年，我早已对职级晋升不抱希望，但在放松与
淡然中，意外获得了职级晋升，难以置信的喜悦涌上心头。在
大洋彼岸，女儿也以入职一年的优异表现获得了肯定，取得上
司和同事的赞赏，拿到了更好的薪资待遇。当然，一路走来，
经历了雨雪风霜，幸好有你们——我的朋友和亲人，特别是要
感谢我的爱人，她陪我走过了多少开心的岁月，一直包容我的
小脾气和毛病。

新的一年来到，唯愿自己用自律刻划着行走的历程，敬畏
和珍惜所拥有的和被赐予的，淡定地用行动去兑现所想，因为
我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

“深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溪野枇杷。火树风
来翻绛焰，琼枝日出晒红纱。回看桃李都无色，
映得芙蓉不是花。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
人家。”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山枇杷》里如是描写
枇杷。

老家院前的那棵枇杷树，树干有大碗口粗，高
约四米，主干距离地面一米处分岔成四支枝干，交
错着向上生长，枝叶繁茂，犹如一把巨伞。

枇杷秋日养蕾，冬季开花，春天结籽，夏初成
果，因其吸收了天地四时之气，故有“果中之皇”
美誉。

秋末冬初，枇杷树开出一朵朵淡黄色小白花。
腊月，漫山遍野的枇杷树开满花，宛如白雪满山，
有“负雪扬花”之美景。

初开的枇杷花很小，虽没有菊花、桃花娇艳，
但在万物凋零的冬季还能闻到枇杷花香，着实令人
陶醉。枇杷花的香味特别浓郁，不似一般花儿的那
股馨香，初闻似茴香却又带有中药的味道。

枝头的枇杷花，一束束的、一丛丛的。有的含
苞待放，像一个个小绒球；有的展开五片淡黄色的
花瓣，形似喇叭。那香味引来了无数勤劳的蜜蜂，
一会儿飞到这朵花，一会儿飞到那朵花，忙碌着采
蜜传粉。

待枇杷花谢后，就露出中间青色的、还裹着细
绒毛的小枇杷，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躲在绿叶之
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枇杷的个头一天大一
圈，长势喜人。待到五月下旬，青枇杷也逐渐变成
青黄色，绒毛在不知不觉中消退了，直至长成乒乓
球那么大，犹如一盏盏金灿灿的小金桔，间杂在绿
叶之中，好似宝石压枝，灿若群星。

顺手摘下一颗熟透的枇杷，轻轻撕开那薄如蝉
翼的外皮，就露出里面鲜嫩多汁的果肉。果肉细腻
柔软，晶莹剔透，让人垂涎欲滴。放入口中，轻轻
一咬，鲜嫩的果肉立刻在口中化开，香甜的汁液犹
如琼浆玉液充满口腔，让人回味无穷。

挑选好枇杷是有方法的。经验丰富的果农告诉
我：枇杷外观要挑选果实形状圆润饱满、表皮光
滑、颜色均匀且色泽金黄的；外表的绒毛要挑选完
整且浓密的，果实新鲜；用手掂一下枇杷分量，较
重的水分足，口感甜美多汁；果柄呈青绿色且没有
干枯或变色，说明是刚采摘不久的鲜果；轻轻按压
枇杷，若稍有弹性，软硬适中，成熟度好口感更
佳；成熟的枇杷散发着自然果香，香气浓郁的品质
最佳。

枇杷不但好吃，而且浑身都是宝，果皮、果
肉、果核、花、叶、梗均可入药。据《本草纲目》
记载：枇杷有润五脏、滋心肺、祛痰止咳、生津润
肺、清热健胃之功效。

莆田的气候、土壤和地理位置适宜枇杷种植，
品种多，主要有“解放钟”“长红 3号”“莆选 1
号”“早钟 6号”“白梨”等，城厢区常太镇享有

“中国枇杷第一乡”美誉。
家乡的枇杷是乡愁记忆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深深地烙进我的脑海里。每当夜深人静，那份思乡
之情如泉水般涌动，流淌在我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天气晴好的冬日，我们来到向往已久的湄洲岛。
湄洲岛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的故乡。这是一个被

蔚蓝海水轻柔环绕的岛屿，岛上绿意盎然，植被茂密，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海盐味与花草的清香，仿佛大自
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天然屏障，将尘世的喧嚣与纷扰
隔绝于外，难怪成为无数旅游达人心中向往的胜地。

登岛时已将近傍晚。一放下行李，我们便迫不及
待地驱车前往彩虹路观日落。彩虹路非常独特，路面
由黄红绿 3种颜色构成，靠海边的护栏点缀着各种不
同色彩的轮胎，让人精神振奋。

来到海边，只见海水蓝盈盈的，在阳光的照耀下，
波光粼粼，仿佛无数璀璨的钻石在轻轻跳跃，美得令人
心醉。海面上，一轮红日宛如巨大的火球，正慢慢地往
西边坠落。它旁边的云彩，色彩斑斓，从金红到橙红，
再到橙黄，如同调色盘上的色彩交织在一起，一大片一
大片，非常绚丽。余晖下的海面也格外美丽。阳光照
得到的地方，波光带着金色，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呈深
绿色，让我想起白居易的诗句“半江瑟瑟半江红”。海
浪轻轻拍打着沙滩，涌上来又涌下去，碰上岸边的礁
石，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不远处，有几只白色的水
鸟在嬉戏，有的悠闲地来回踱步，有的精心梳理自己的
羽毛，偶尔飞起，在海面上留下漂亮的倩影。远处的渔
船缓缓行驶，它们的身影，渐渐地融入在夕阳中，变得
金灿灿的，好一幅“渔舟唱晚”图。海边的风轻轻拂过
我的脸庞，带着一丝咸咸的海水味。我闭上眼睛，深吸
一口气，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

这么美的日落，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他们三五成
群，忙着欣赏、拍照，或对着大海拍，或对着夕阳拍。这
边一个女孩手掌向上托着夕阳，夕阳就落在她的掌心
上；那边一对情侣比着爱心的手势，夕阳就在他们的手
心里；旁边一个小男孩调皮地张着嘴，仿佛要把夕阳吃
进肚里；远处一群大妈穿着艳丽的衣服，挥舞着丝巾，
在夕阳下欢呼跳跃，笑声传得很远很远……我也被他
们感染，拿出手机，对着夕阳一顿狂拍。不能带走夕阳
的美，就定格这瞬间的美吧。

太阳继续西沉，慢慢地，只剩下半个脑袋了。天空
的色彩更绚烂了，红色、粉色、紫色、黄色……像一幅流
光溢彩的油彩画。渐渐地，它完全消失在了海平面
下。此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海浪轻
拍岸边的声音和偶尔传来的海鸥鸣叫声。

落日虽然短暂，却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美好和感
动。湄洲岛的美丽落日，就像一幅会动的画，永远印刻
在我的心中。

游灯庆佳节
庄振瑜 摄

泗粉又名赐粉、索粉，是我市传统特色小吃。
煮好的泗粉中通常加入油豆腐、豆丸、豆芽、卤猪小
肠、香椿等配料增加风味，口感爽滑、汤香味美，是
许多人儿时的记忆。龙花担泗粉还被列入莆田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小摊贩在煮泗粉。

清秋 摄

家乡的枇杷
□刘青华

早晨，天还没有完全亮透，我照例在马路边晨练。
这时，一个散步的女士缓缓往这边走来，只听她和蔼

地低声说：“小心，那边有一汪水坑，看到没？”
我好感动，素不相识，她居然这么关心我，真是一个大

好人。
她接着说：“注意，这边有一堆狗屎，臭死人了，别踩到。”
真是好视力。路灯并不是很亮，我又近视又老花，什

么也没看到，她倒是看得清楚，还不忘提醒我。
我感激不已：“谢谢谢谢！”
这时，只见路边草丛里钻出一条宠物狗，

一溜烟往前跑去。
女士急忙喊：“看路，别瞎跑，听到没？”

湄洲岛的落日 □范春阳

这一年 □陈国孟

感谢错了 □文敏 如此关心 □马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