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一 编辑：王传胜 组版：肖婷婷

今日聊城

2011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一

今日聊城

C05C04

做记录、拍照片、问问题

首次采访有模有样

在济南九顶塔民俗风情

园，除了尽情地玩，小记者们

还不停地拿出小本记录，用

随身携带的相机、手机拍照

片，每到一处，脑子里还装着

“十万个为什么”，很多孩子

都很自觉地学起了怎样做采

访。

导游带小记者参观的第

一个景点是国家级保护文物

九顶塔。“九顶塔是唐代遗

物，是单层八角砖结构，塔顶

中央及每角上共有九座塔，

所以叫九顶塔。”导游在前面

讲，小记者马燕茹在后面拿

出小本认真记录。看有人在

做笔记，几位小记者也在包

里拿出笔记本边走边记。

“这座山海拔是多少

米？”爬山时小记者丹思睿

问，好几个人都没说出准确

数字，他说回家后去网上查

查。在民俗村，等待演出开始

的时候，几位小记者围着导

游问：“这里是很多小记者的

实践基地吗？”原来，当天去

了很多小游客，导游被小记

者问乐了：“因为是周末，所

以来了很多小游客。”

每到一个景点，小记者

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相机，边

走边拍。“这里的风景真好，

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表达，

真想全都拍下来。”在往景区

门口走的路上，正好赶上好

莱坞场景剧《山洪暴发》上

演，雷鸣电闪、暴风骤雨伴

随着山洪暴发的惊心场面，

让本来急于回家的小记者们

停留下脚步，不少小记者又

走进“山洪”中，拍下当时的

场景。

学跳舞、学少数民族语言、抢南瓜

每个互动节目都参加

除了参观景点外，每当

有互动节目招募参与者时，

小记者们就争先恐后地跑

上前参与。

和傣族姑娘一起跳傣族

舞是第一个有游客互动的活

动，起初小记者们很拘谨，只

有小记者梁策和葛树博勇敢
地走上前台，认真地学着，还

表演得像模像样，引来台下
阵阵掌声。看着这俩小记者

在台上跳得开心，其他小记

者也跃跃欲试，只可惜每个
时段的互动游戏只有一次，

听说接下来的其他景点还有

互动，小记者们纷纷说“下次
我也上去表演”。

在苗族村寨、佤族村
寨，一听说要互动，小记者

们撒腿就往台上跑。在佤族

村寨，小记者们还学起了佤

族语“你好”，并开心地和周

围的小伙伴们打招呼练习
刚学的新语言。佤族村寨邀

请游客上去扮演白雪公主

和白马王子，因为只邀请成

人上台，本报记者被小记者

们推上台，给台下游客增添
了很多欢乐。

走进“杂把地”，里面的

斜屋、倒屋、横屋、隐身小

屋、魅影空间和老照相馆等

异域空间，引起小记者们极

大的参与兴趣，钻进去走出

来，还不断地说“真好玩”。

午饭后，景区重头戏赶
秋节在一段《丰收乐》中拉
开序幕，参与性节目抢南

瓜，满足了小记者们上台表

演的强烈愿望，十来个小记

者分成两组抢南瓜，优胜组

还获得了景区赠送的荷包，

小记者们乐不可支。

“什么时候表演《地道

战》，我们能不能上去演儿

童团？”享受到参与的乐趣，

红色经典参与剧《地道战》

还没开始，小记者们就着急

地问。只可惜没有适合他们

的角色，小记者没能参加。

51 名小记者济南九顶塔游览采风
本报小记者团系列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本报聊城 10 月 23 日讯 22

日，本报 51 名小记者走出聊城，

到本报十大实践基地之一的济南

九顶塔民俗风情园采风。这标志

着齐鲁晚报小记者团系列实践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通过此次实践

活动，孩子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增强了团队精神，提
高了采访技能。

22 日早上 6 点，不少小记者

早早来到报社门口集合。6 点 40

分，小记者们排队上车正式出发，

前往济南九顶塔民俗风情园。抵

达九顶塔风情园后，小记者们近

距离接触了国家级保护文物九顶

塔，还参观采访了 16 个少数民族

的民俗、民居、服饰和手工艺展

示，在“赶秋节”上，他们学习了各
少数民族语言和舞蹈。除了民俗

风情，小记者们还参观了大型马

战实景剧。

“太神奇了，原来很多民族

都有自己的文化语言，还有奇特
的吉祥物。”看完少数民族村寨

内的民俗风情表演后，很多小记

者说。小记者们一边游览体验，

一边不忘拿出本子记录，拿相
机、手机拍照，学到不少知识。

采风过程中，小记者们不怕

辛苦，没有一个掉队。“我的孩

子第一次出门，这么顺利地回

来，真棒。”看到小记者们高兴
地回来，家长也很激动。记者了

解到，有近 40 名小记者是第一

次离开父母独自出门旅行。不少
小记者很有孝心，家长给的零花

钱不舍得花，用来给父母买礼
物。几名家长拿到礼物后高兴地

说：“独自出了一趟门，孩子更
懂事了。”

为丰富小记者实践活动内

容，本报确定山东省博物馆、山
东省科技馆、济南九顶塔民俗风
情园、新泰“毛泽东文献博物

馆”、季羡林先生纪念馆、东阿

阿胶文化苑、姜堤乐园、凤凰农

业科技苑、杜郎口中学、聊城大
学天象馆等为首批十大特色基

地。今后，本报将陆续组织小记

者们到其他实践基地采风。

50 多名小记者领到“记者证”

本报小记者团继续招募

“太好了！终于拿到小记者证

了！” 22 日晚，本报 50 多名小
记者领到了小记者证。应广大家长

要求，本报小记者团继续招募。

“妈妈，我拿到小记者证

了！” 22 日晚，参加采风的 50

多名小记者领到记者证，有的小记

者还没下车，就高兴地隔着窗户朝

车外等待的家长展示小记者证。拿

到小记者证后，小记者们仔细阅读

记者证使用说明。

齐鲁晚报小记者证含小记者姓
名、学校、照片和统一编号等，小
记者持此证可到本报实践基地采访

参观。小记者证有效期为一年，到

期后要把小记者证交回，如想继续
参加需要重新注册。

应广大家长要求，本报小记者

团继续招募。小记者团旨在帮助孩

子们提高综合素质，增强语言表达

和社会交往能力。

全市中小学在校生，凡口才

好、热爱写作，身体健康、活泼开
朗、乐于参加各类实践活动者均可
报名。

录取后由齐鲁晚报小记者团颁

发小记者证，小记者可参加本报组

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在校中小学生可带个人有效证

件和两张彩色 1 寸照片到本报报

名。小报童可凭暑期营销秀胸牌及

彩色照片报名。

报名地址：聊城市兴华西路与

向阳路路口西北角古楼办事处 2 楼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咨询电话： 8451234

有好吃的好玩的一起分享

在采风活动中，小记
者们成为了好朋友。在回
来的旅途中，他们互相帮
助，互相支持，有好吃的
好玩的都一起分享。

“我这里有烤鸡味的
薯片，有爱吃的吗？”

“我这里有水果，给你几
个吧。”活动中，小记者
们带了不少食品，但大家
没有独自享用，而是主动
拿出来互相分享品尝。

“我有好几包饼干，姐姐
给你吃吧。”在返程的车

上，小记者马兆乾和郑睿
把自己的饼干和酸奶分给
其他同学，小记者陈昊天
还把在实践基地买的核桃
分给大家。

有几名小记者晕车，

小记者贾宏鑫、陈雨曼和
吉晨铭等争先恐后地把自
己带的桔子送给他们。有
的小记者买了玩具和饮
料，也主动分给其他小记
者玩，还有的小记者带着
相机，主动当起“摄影
师”给大家拍照。

12 名小组长

尽职尽责好样的！

“感触太深了，回去一
定好好听父母和老师的
话。”在采风活动中，12 名上
初中的小记者当选为带队
小组长，分别担任 6 个小组
的“小领导”。当了一天的小
组长，虽然有点累，但他们
感触很深。

3 组小组长张静说，她
组里一共不到 10 名同学，大
家第一次见面，年龄、学校
和性格都不同，要组织起来
还真不容易。她说，通过这
次带队，她理解了老师平时
带着班里五六十名同学的
辛苦，回到学校要好好听老
师的话。

“我们很快就全部认识
了，大家已经聊了一会儿
了。”中午聚餐时，1 组的小
记者们坐在靠近餐厅大门
的位置，却没有人乱跑。小

组长梁策和赵晨阳说，他俩
引导大家先彼此认识了，行
动时就很容易达成一致，组
织起来也省不少力。

4 组小组长王云柯在学
校是班长，第一次带年龄不
同的队伍也有点“头疼”，但
是他很快就找到了窍门，他
和另外一名组长贾博伟分
工，记准了每个组员的特
点，很快“捋顺”了队伍，点
名集合也很容易。

6 组小组长许宗哲和丹
思睿带领的队伍比较特殊，

组里大部分是一二年级的
小记者。组长丹思睿因晕车
身体比较虚弱，但仍然很负
责任，不肯休息，时刻注意
组里的同学有没有掉队。

在带队过程中，“小领
导”们提高了组织能力，也
学会了责任和担当。

互相照顾他们就像亲兄弟

在采风活动中，小记者
们还学会了互相照顾，不少
年龄大的小记者主动关心
和照顾年龄小的，还有的男
生也主动照顾女生。

“栾静静睡着了，你们
小点声可别吵醒她。”在去
济南的路上，小记者栾静静
睡着了，旁边的李登宇主动
照顾她，并走到车前面帮她
交餐费。车上有其他的小记
者睡着了，旁边的小记者就
轻轻把衣服给他们盖上。

“我比他大，所以应该
照顾他。”在旅途中，马兆乾

把邻座的六岁半的郑睿当
成了自己的“弟弟”，一路都
很照顾他。吃午餐时，小郑
睿没胃口，马兆乾怕他下午
饿，就把菜夹到他盘子里，

劝他多吃点。

在少数民族村玩时，郑
睿的鞋子丢了，马兆乾帮他
找到并穿上。下午游览结束
下山时，大家着急回家，落在
后面的马兆乾正着急赶上

“大部队”，听到身后郑睿喊
“哥哥，你等等我。”他马上放
慢了脚步，让郑睿抓住自己
的帽子，带着他往山下走。

见识这么多民族，小记者大开眼界
在九顶塔民俗风情

园，小记者们近距离见识

了很多少数民族，体验民

俗、民居、服饰、手工艺展

示等，还学着跳民族歌

舞，个个乐开了怀。

傣族村寨是小记者

们进入的第一个少数民

族村寨，听着傣家音乐，

小记者们在观众席坐好

后，等待傣族演员上台表

演，可看到傣家村寨里的

陈设后，又按捺不住内心

的好奇，急切地站起来，

到处走走看看，想更近距

离地观看。

傣族姑娘小伙表演

泼水节节目，活泼俏皮，

把大家都逗乐了。正入神

时，突然身上被泼了水。

“以前只知道傣族的泼水

节，今天才知道泼水节这

天谁身上被泼的水多，就

代表谁的运气最好。”几

位小记者兴冲冲地说。泼

水节后，小记者梁策和葛

树博还走上前去学傣族

舞。

刚走进佤寨，看着里
面的陈设，就有小记者感
慨地说：“还有这么奇怪

的民族，牛头是富贵和权

力的象征。”为什么男的

也留那么长的头发？平常

他们住的就是这样的茅

草房吗……一些小记者

成了“十万个为什么”，看

见什么都问。看过他们表

演甩发舞后，不知道哪位

小记者说“原来男的留头

发是为了跳舞的”，把大

家都逗乐了。

当天，小记者们还看

了苗族、彝族、维吾尔族

等民族表演，品尝到热气

腾腾的煎饼、吃到亲手烤

的羊肉串。“每个民族都

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
惯，还有那么有特色的美

味。”很多小记者第一次

近距离见识这么多的少

数民族，大开眼界。

掏出小本子，细心记笔记。

赶秋节上，头顶南瓜跑，欢乐笑开怀。

10 月 22 日，小记者们和苗族姑娘小伙手拉手，学跳苗族舞蹈。

屋子横过来，很奇妙吧！

转转石磨，真好玩。 瞧瞧大树洞里有啥。 一名小记者钻到地道里。

恰好赶上傣族泼水节，小记者们感到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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