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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互动

二二月月二二，，听听习习俗俗、、串串龙龙尾尾…………
百余名小记者走进多个社区感受传统文化

本报3月5日讯 二月二，龙
抬头。3月1日，本报百余名小记者
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市区多个
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以及社区
爷爷奶奶们学习“串龙尾”、剪窗
花、蒸面属，听”二月二“的习俗，
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环翠区海城居委会内，40
多名小记者与社区居民一起学习
做面属。早上9点，社区的工作人

员和辖区几位居民早早地准备好
香甜的面团。小记者们到来后，分
成几个小队，每一队跟着一位老
人学习捏面属。小记者王煜鹏学
习捏了一条蛇，他说，他的属相是
小狗，但妈妈是属蛇的，这是送给
妈妈的礼物。活动现场，小记者们
非常活跃，陈钏鹏和妈妈一起做
了各种各样别出心裁的面属样
式，小雪人、小燕子，鲜艳的色彩

让面属看起来活灵活现。
在环翠区东北村社区，91岁

的邵东珍老人，教给孩子们串龙
尾、学剪纸，听老人讲“二月二”的
习俗。邵东珍说，传说农历“二月
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
的日子，此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
来，因此农历“二月二”也叫“春龙
节”。“二月二”象征着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之所以要过这个节日，

是为了祈福，保佑一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鲸园小学三年级的汪本一在
奶奶的教导下学得有模有样，别
看他是头一次动针线活，干起活
来一招一式都丝毫不逊色。很快，
就在奶奶的指导下，串起一串长
长的龙尾，奶奶告诉他，这串龙尾
既能缝到书包上，也能别到帽子
上。汪本一兴奋的给大家展示自

己的成果。当天上午，有30名小记
者都领略了串龙尾的妙趣。

在环翠区海源、翠竹、望海、
富华、福海、黄山、天翔、开园等社
区，50余名小记者也在家长的陪
同下，共同学习了串龙尾等活动，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许君丽 王 帅
李孟霏 丛子茗

小记者作文

二二月月二二
串串起起““龙龙尾尾””

3月3日是农历二月初二“龙
抬头”的日子。3月1日，在齐鲁晚
报记者的带领下，我们来自各个
学校的齐鲁晚报小记者来到望
海社区活动室，听社区老人讲

“二月二”传统习俗，并学习串龙
尾。

老奶奶和老爷爷手把手地
教我们如何穿针引线，如何将花
布、爆米花、龙头等串到一起。在
奶奶的引导下，从没拿过针线的
我，也串了起来，我串的特别慢，
还差一点扎到手。在社区老奶奶
的帮助下，我终于串出一条漂亮
的龙尾。最后，社区阿姨帮我做
了一个漂亮的龙头穿在上面，漂
亮极了。

老奶奶告诉我们，小孩子带
上龙尾，就像一条条小龙，寓意
吉祥，健康成长。所谓“龙抬头”
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
醒，象征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
因此，这天也叫“春龙节”。我国
北方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龙
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

新都小学
三年级一班 李连

今天我要参加齐鲁晚报的
小记者活动，早晨起来后，急急
忙忙的穿好衣服，和妈妈一起到
指定地点集合。到了活动地点，
我还有点朦胧，跟着队伍来到社
区居委会，看到好几个桌子上有
好多面团，还有好几位慈祥的老
奶奶。听有些小伙伴说，是要吃
饭，可是我已经吃饭了呀。奶奶
们叫我们洗手，给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面团。哦，原来不是吃饭，是
捏面属。

这时，我来了精神，看到奶
奶教我们怎样把白白胖胖的面

团变成可爱的小动物。看到奶奶
灵活的手，我也做了起来。看，奶
奶捏了一条小蛇，一会又捏了一
个小兔、小狗、小燕子……把我
都看呆了，我学着奶奶，自己也
捏了一只小牛，高兴极了。

就这样时间慢慢地过去，当
要离开的时候，我还有点恋恋不
舍，记者阿姨说，每人各带一个
自己捏的小动物回家，我又兴奋
了起来，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带回
家给妈妈看，她一定会很高兴。

神道口小学
五年级一班 宋佳怡

二二月月二二捏捏只只小小牛牛带带回回家家

小记者作文

有有意意义义的的““二二月月二二””
星期六的早晨天气晴朗，我

和妈妈早早就出发了，大家猜我
们要去干什么？游泳？看书？都不
对，告诉你吧，今天我们要去参
加齐鲁晚报组织的体验传统民
俗文化活动，学习串龙尾、剪纸
等传统习俗。

在一位姐姐的带领下，我们
来到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一进
活动中心，奶奶们都热情地拉着
我们的手问这问那，看到奶奶们
慈祥的笑容，我紧张的心情也放
松下来。奶奶把他们从自己家里

拿来的针线和花布送给我们，教
我们怎样拿针、怎样缝布条，从
来没有拿过针线的我们，居然也
会穿针引线！这更增加了我的信
心，在奶奶的指导下，我做好了
一条龙，可还觉得不过瘾，我又
自己做了一条更漂亮的大龙，我
把两条龙都挂在一个竹节上，然
后在中间绑上一条布，我给自己
的作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二
龙戏珠。哈哈，有创意吧。

经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四班 李子易

▲▲3月1日，本报小记者在海源社区与老人一起“串龙尾”，完成后，一起展示劳动成果。

▲▲在望海社区，小记者学习串龙尾。

▲▲3月1日，小记者与社区老人一起“串龙尾”，学民俗。

▲▲3月1日，小记者在社区居民的指导下，一起“串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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