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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聊城银座举办全市中小学生机器人大赛

助助力力元元旦旦，，掀掀新新年年购购物物休休闲闲狂狂潮潮

1日，聊城银座商城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大赛”，来自

全市中小学的75名小选手云集于
此，现场比拼科普技艺，交流实践

经验，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机
器人”创新热，随着赛事的升温，聊
城银座商城也率先刮起了水城迎
新年的购物休闲风。

活动现场，既有活灵活现的卡
通动漫玩偶，还有天马行空的多用
途玩具车，更有深谙科普创新的机
器人，颇具创意的机器玩偶诠释了
来自孩子们的创新意识，更掀起了
一场异彩纷呈的创意热潮。

“儿子今年7岁，上小学二年
级，来参加这个活动能更好的激发
对于科普知识的热情。”市民王女
士告诉记者，孩子从小对于电子玩
具具有较高热情，为了进一步培养
孩子对于科普知识的热情和动手
能力，报名参加了专门的培训俱乐
部，长时间的学习，不仅让孩子掌
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

在课外时间培养了良好的兴趣。
本次大赛，分幼儿组，小学一

组，小学二组和初中组等四个组
别，共75名选手参加，机器人创意
设计分为展示，答辩和评审三个环
节，参赛学员需要制作机器人创意
设计文字及录像报告，其中涵盖项
目介绍，研制过程，项目设计以及
结构搭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等内
容。

大赛旨在促进全市青少年学
习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
兴趣，推动教育创新，培养中小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动全
市中小学生机器人科技活动的蓬
勃发展，使全市青少年更好的适应
21世纪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需要，
比赛将通过现场投票和网上投票
等方式，评选出特别优秀创意奖三

名，由聊城市教育局颁发荣誉证
书。

据了解，聊城银座商城为了带
给广大水城市民一个独特的元旦
假期，在满足小朋友假期休闲的同
时，更别出心裁的推出隆重的“爱
你一生一世”梦幻主题晚会，开门
红一元竞拍会，情景剧大放送，劲
舞表演，模特走秀，歌曲小品表演
应有尽有。

购物享休闲，流行服饰，名品
箱包，鞋品一应俱全，揽国内外名
品，惠超低价格，让您买的舒心，用
的省心。家电名品超低价起拍，银
座贵宾卡超值体验带给您和家人
完全不一样的购物休闲体验，还在
等什么，新的一年，来银座享受前
所未有的休闲体验吧！

(张超)

参赛小选手在组装机器人。本报记者 张超 摄

““兴兴礼礼坊坊””背背后后的的楼楼西西大大街街辉辉煌煌史史
楼西大街曾叫“兴礼街”，街上人杰景奇，曾是繁华街道
文/片 本报记者 孟凡萧

古城区楼西大街路北，一座近日刚刚竣工的
牌坊巍然屹立于复建的聊城县衙正门前。牌坊为
仿明式建筑，“四柱三间”形制，石质结构，木质顶
部飞檐翘角。

“这就是明清时期的‘兴礼坊’，过去是这条街
上的标志性建筑，它的复建让人联想起这条街曾
经有过的辉煌历史。”72岁的原古城居民、中国民
主促进会聊城市委名誉主委孙元芳说，楼西大街
历史上曾经叫做“兴礼街”，“这条街在明清两朝是
古城内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

历史>>

牌坊曾有三座 县衙倡兴礼仪

关于“楼西大街”和
“兴礼街”的街名由来，孙
元芳说，宋代在这里设城
之初，像一般城池一样，
城中心是个十字街口。自
街口向四面辐射的大街，
以方向各自命名。此街位
于西向，故曰“西街”。到
明洪武7年建立光岳楼于
城中心十字街口后，此街
始名“楼西大街”，又称

“古楼西街”，人们习惯简
称为“楼西”。后来县衙门
前建了兴礼坊，这条街就
有了“兴礼街”的名称。

“兴礼坊消失后，兴礼街
的名称便不复存在了，人
们仍然称它楼西大街。”

“兴礼坊立于县衙门
前，主要是表明县衙对礼
仪兴盛的重视。重视礼

仪，就是重视儒家传统的
道德规范，这固然属于县
官职责范畴之内的事。”
孙元芳说，见于清代两部

《聊城县志》的楼西大街
牌坊有三座：“进士坊在
楼西”；“文明坊：今有文
明碑，在文明街南首 (即
楼西大街路北)。”；“兴礼
坊 ：今 县 治 前 ，名 兴 礼
街。”

孙元芳介绍，明清时
期，聊城县衙一直设址于

“兴礼街”。这条街处于聊
城行政中心达五百年之
久，进入民国后，聊城县
衙改为聊城县政府。范筑
先抗战期间，专员公署和
县政府都设在这里。解放
初，聊城专区行政公署设
址于此。

古城区复建的县衙旁的兴礼坊。

人文>> 人杰誉著青史 景奇闻名遐迩

“因为有县衙存在，这里的人
文景观都带有历史文明的烙印，兴
礼街便以政治文明和商业发达标
榜青史。”孙元芳讲了一个奇特景
点，原有木制的“吊关庙”，约有一
个立方大小，吊在西口西南角民房
前。吊庙的绳子很长，可将庙拉上
拉下。卖菜小贩每天来这里设摊，
早上安摊的时候将小庙放下来，置
于柜台上，傍晚收摊时，再把小庙
拉起来。“别看吊关庙不大，却是古
代闻名遐迩的景观。”

谈到兴礼街上的人物和世家，
他说“仓家公馆”闻名城乡。仓家住
在街西段路北，是清朝时仓姓官员
的宅第。公馆宅第阔大，鼎盛时大

门额上高悬大匾，上书“德遗陶山”
四个大字。大门两侧对联是“六书
先代泽；三异故乡亭。”仓家公馆的
先祖仓尔爽，字隽臣，河南中牟县
人。同治10年(1871)任馆陶县知县。
当时，馆陶县城东北汪堤附近有一
大沟，上游沙河之水经此沟注入卫
河，当卫河之水涨发时，沟水漾溢
淹没良田。仓尔爽率众在河、沟相
交处修闸一座，河水高则闭闸防
溢，沟水多时则启闸泄水，水患得
以治理，当地百姓便把此闸美誉为

“仓公闸”，并建碑颂仓公之德。仓
尔爽还修文庙、办学校、清狱案，惠
政颇多，为百姓所颂扬。

“县衙附近曾有民国书法家刘

克平的祖宅。他在1928年当过‘民
选县长’，在地方上颇有威望。”刘
克平生于清同治11年(1872)，光绪30
年(1904)任聊城农林学堂庶务长，
民国7年(1918)移居火神庙街居住。
民国13年(1924)任聊城乙种商业学
校校长。民国17年(1928)北伐军进
驻聊城，八区区长及国民党县党部
公推刘克平为县长，一个月后，上
层委任的县长来到，刘克平卸任。
民国37年(1948)，病逝于江苏常州。

“刘克平刚正不阿，具有强烈的民
族气节。民国27年(1938)，日本侵略
军攻陷聊城后，伪县长多次出面请
刘克平出来做事，均被他拒绝。”孙
元芳说。

商业>> 饭庄食铺林立 粮市车水马龙

“过去，兴礼街上的饮食业非
常发达，大饭庄、小餐馆、小吃铺、
零食摊分布于大街两侧，堪称一条

‘美食街’。”聊城市酒店业协会副
秘书长高文广熟知古城饮食历史，
据他介绍，民国年间，“兴礼街”曾
有毛家经营的鲁西饭庄、张家经营
的三德园、常家经营的聚宾园，还
有文明饭庄、庆丰楼及其后身宴宾
楼等较大的饭庄。中小型的餐馆饭
铺有孟家馆、“一分利”煎包铺、薛
家的“长春园”饭铺、丁家呱嗒馄饨

铺、张家厚饼铺、钟家的“利大包子
铺”、杨家的蒸包铺等，另有“西来
兴南肠店”、李家肉铺、张金香馍馍
房、王家包子、任家火烧、邓家麻花
和炸糕、蒋家烧饼、李大娘绿豆丸
子等店铺或摊位。

饭庄主要集中在从光岳楼到
县衙门口约150米的地段，小吃店
以县衙附近到西口之间居多，西口
到西门口之间也有部分饭馆及小
吃店。名店“三德园”于民国18年
(1929)开业，经营人张保禄、张保

福。门面初为平房，后改为两层楼
房。张氏兄弟交际广泛，待人热诚，
人缘好而主顾多。

“晚清到民初，高唐望族郝家
在街东首路南开设了文星当铺，铺
面规模颇为壮观。”高文广继续介
绍，街上的粮店有焦记粮店、郑家
粮店、张会昌粮店、李玉贵粮店、张
玉书粮店等，共有十几家，“那时，
该街是城关主要的粮食市场之一，
每日车来车往，川流不息，过往行
人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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