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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84 岁老人送来两副手写春联
不少参赛老人希望更多年轻人参与活动

本报聊城 1 月 2 3 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实习生 林晨 )

2 3 日下午，8 4 岁的杜保珠
老人给本报编辑部送来他手写
的两副对联。还有很多老人希
望 年 轻 人 也 能 多 参 与 这 项 活
动，并建议主办方为年轻人设
鼓励奖。

杜保珠老人送来的两副春
联都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字
非常漂亮。其中一副上联是“民
族复兴任重道远”，下联为“党
的领导重志承担”，横批为“美
梦即圆”。杜保珠老人已经退休
很多年了，他写这副对联是想
表达对民族复兴的期盼之情。
除了这副“家国大理想”的春
联，老人还投来一副“邻里小幸
福”的春联。“以邻为亲以邻为
善；亲善结合四季平安”，横批
为“团结至上”。

杜保珠老人说，他经常为
邻里和亲友们写春联，“知道这
里有个比赛，我就来参加了。”

第二届春联大赛自启动以
来，收到众多聊城市民的参赛
作品和各种建议。很多老先生
送作品到编辑部时都会询问，

“年轻人多不多呀？”“ 30 岁以
下的有没有啊？”有些老人还建
议 主 办 方 评 奖 时 多 选 用 一 些

“ 80 后”、“ 90 后”们的作品。他
们说，这样能激发年轻人更热
爱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要靠年轻人继
承，应该制定措施多鼓励年轻
人参赛，让年轻人融入到传统
文化中来。”一位老人说，他从
每天的报道中发现参赛者以老
年人居多，“ 8 0 后”和“ 90 后”
太少。他建议组委会放宽“ 8 0
后”和“ 90 后”们的评奖标准，
或者单列出年轻人的奖项，不
必跟专业级别的老年人一起参
评。

连日来，由本报和聊城
市文广新局、聊城市楹联学
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原创
春联征集大赛吸引了众多
市民参与。30 日，原创春联
投稿截止，擂台赛也将同时
截止。

本场擂台赛上联为：翠
柳如丝，紫燕穿花裁锦绣。
欢迎您来接招夺擂。

参赛方式：参赛者可把
手抄稿送到或邮寄至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聊城

市兴华路与向阳路路口西
北角，古楼街道办事处 2
楼)，邮编：252000 。也可
通过短信或邮件的形式发
送原创春联，格式为：春联
内容+参赛者姓名+参赛者
联系方式。邮箱发送方式：
lingwenxiu626@163 .com。
咨询电话：8451234 。擂台
赛参与方式为:发送下联到
电子邮件 lingwenxiu626@
163 .com。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天天擂台赛”今日上联

翠柳如丝

紫燕穿花裁锦绣

虽然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时间，但香江批发市场上，
已经有很多商铺开始批发对联了。23 日，两位年轻人正在
商店里批发对联。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春春联联热热销销

老人送来的对联。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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