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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老游戏，孩子们压根不知道了”
跳房子、滚铁环、打陀螺等传统游戏面临失传窘境
本报记者 崔滨

如果不是1日济南市团市委、教育局举办的“小济南玩转老济南”传统游

戏互动活动，省城民生大街小学三年级的强强根本不知道还有跳房子、滚铁

环、打陀螺这些老游戏。

在网络游戏、电视节目主宰青少年课余活动的当下，省城小学生户外活

动的时间越来越少，而那些伴随了几代人成长的老游戏，也逐渐告别了学校

操场和小区广场，面临着失传的窘境。

济南有了首家“农家银行”

让农民家门口就可缴费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董从哲 通讯员 刘军 陈

艳) 自助终端设备安装到

农村社区，农民领粮食直补

款不用去排队了。今日9时
许，济阳县曲堤镇姚集村农

民张金林通过家门口的这种

农民自助服务终端，仅用3

分钟的时间就顺利缴上了水

费。

这种被当地百姓称为
“农家银行”的东西，指的

是安放到社区设备管理员

家中的金融自助服务终

端。作为济南市首家试点

单位，济阳县农村信用联

社首台农民自助服务终

端，今天在曲堤镇姚集村

成功运营，使农民切实感

受到了“足不出户可缴费，

身不出村存取款”的便捷

金融服务。济阳县农村信

用联社将在全县设30台农

民自助服务终端。

历城开展校长课堂通关活动

校长讲课不过关就得下岗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徐洁 通讯员 贾延芳)

11月1日，记者从历城区

教育局了解到，为了让中小

学的校长能潜心教学，提高

校长对教学前沿的把握能

力，历城教育局出招，所有中

小学校长都必须上通关课，

讲课不通关就得下岗。

自10月起，历城区就全

面启动了中小学校长课堂通

关活动，要求义务教育阶段

的校长在每一学期必须上一
至两堂公开课，并由分管局

长、片区校长以及优秀教师
代表们进行评课。历城区课

堂教学分为“合格课—规范
课—优质课—观摩课”四个

梯次，校长至少要达到规范
课要求，才算过关，才能继续

留在校长的岗位上。

历下国税开减免税“绿色通道”

前三季度为企业减免退税2 . 3亿元

本报11月1日讯 今年

以来，历下国税局根据纳税

人与日俱增的税收服务需

求，在建立减免税台账、严格

审核审批手续和规范审核审

批管理的同时，开通减免税

受理、审核、审批“绿色通

道”，落实及时办结制度，对

符合备案类减免税条件的实
行一年一备案，简化退税办

理程序，着力提供符合纳税

人意愿的文明高效的税收服
务。

与此同时，该局还对扶
持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以随机抽

取、实地核查的方式，重点核

查减免税是否按规定程序和

权限办理、减免税审批办理

是否及时等，确保税收优惠

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据介绍，今年前三个季

度，该局共为企业减免退税
2 .3亿元。 (王超影)

“小济南”和“老济南”一起抖空竹。 本报记者 崔滨 摄

不知道跳房子游戏怎么玩

1日下午，为了准备传统老游戏互动

场地，济南市青少年宫的工作人员丁鹏

开始在民生大街小学的操场上给跳房子

游戏画线。“这是要做什么啊？”见此情

景，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各年级小学生

们纷纷围了上来，当丁鹏耐心地解释如

何玩跳房子并演示之后，感到新奇的学

生们争先恐后想要一试身手。

在1日下午的传统游戏互动环节，跳

大绳、打沙包、跳皮筋等游戏，让来自省

城五区的小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马兰

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

三十一”当民生大街小学的老师唱起跳

皮筋的歌谣时，来自省城五区6所学校的

几百名小学生，轮番上阵体验在两根皮

筋间跳跃的乐趣。

“我们小时候玩的传统老游戏，现在

的孩子们压根不知道了。”看着操场上陆

续登场的铁环、陀螺、皮筋像“天外来客”

一样吸引着学生们，济南市青少年宫副

主任付宪伟感叹。

虽然小学生们对这些老游戏感到陌

生，但1日下午“小济南玩转老济南”传统

游戏互动，却让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们激

动不已。

户外进行体育锻炼的孩子少了

在本次“小济南玩转老济南”活动

中，来自省城阳光空竹俱乐部的十余位
空竹高手各显绝活，这些平均年龄超过
60岁的老人，有的用2根软渔竿将空竹高

高顶起，有的将空竹系在2米多长的丝带

上如舞龙般抖动，有的将空竹抛起1米多

高，再准确地用细线绳接住，精彩的表演

让孩子们掌声雷动。

“我今年73岁了，从小就玩空竹，算

下来都玩了半个多世纪了。”俱乐部成员

孙广西告诉记者，“像抖空竹、跳大绳这

些老游戏，既能活动身体还可以锻炼脑

子，别看我们俱乐部里的老伙计们年纪

都不小了，可平时很少有感冒发烧的。”

与玩着传统游戏长大的“老济南”

们相比，如今的“小济南”业余生活已

大不一样。济南市双语实验小学的萱

萱告诉记者，她放学后大部分时间是

在家里看电视或者上网，“出去和小朋

友玩的时候比较少。”而在愿意到户外

玩耍的男孩子中，活力板和悠悠球则

是他们的最爱。

“现在到户外进行体育锻炼的孩子

少了，想买这些户外传统游戏的玩具已
经很难了。”济南市青少年宫的丁鹏告诉

记者，为了准备这次传统游戏互动环节

中的铁环、陀螺、竹马等玩具，他跑遍了

省城的商品市场，有些玩具还不得不向
外地厂商定做。

老游戏不仅是游戏，更是文化

向“小济南们”推广“老济南”游戏，

济南市青少年宫已经坚持了7届。对于老

游戏逐渐消失的现象，市青少年宫副主

任付宪伟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

然趋势，“总不能几代人都固定玩那么几

种游戏吧，过去的总会过去的。”

而在省城阳光空竹俱乐部的老游戏

爱好者们看来，滚铁环、跳皮筋这些传统

游戏不仅仅是游戏，更是一种传统、一种

文化。“老游戏里有一种纯粹的童趣。这

正是现在的孩子逐渐失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