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C06

2014年5月19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互动

临清市地税局便民春风吹进轴承展览会

近日，2014年中国轴承配套件及专用装备展览会在临清市烟店镇举办，临清市地税局以展览
会为契机，向前来参展的商户及宾客发放税法宣传单，解答涉税咨询、普及税法知识。 (牛继君)

采摘葚果 收获快乐

首首次次自自驾驾游游本本报报车车友友满满载载而而归归
本报聊城5月18日讯 18日，

本报车友俱乐部组织桑葚采摘
自驾游，走进临清黄河故道地质
森林公园，车友们尽情呼吸新鲜
空气，采摘葚果、收获快乐，大家
满载而归。

18日一早，参加活动的本报
车友俱乐部的14辆车赶到编辑
部集合，多个本报小记者家庭也
来参加活动，跟随家长参加活动
的孩子们好奇地猜测着桑树的
样子及怎样采摘，还展示了自带
器具，有两个孩子甚至约定到时
比赛采摘。

上午9点多，车友们到达目
的地——— 临清黄河故道地质森
林公园，看到公园门口立着“黄
河故道省级地质公园”石碑，大
家纷纷去合影留念。公园里上百
年的桑树有很多，还有一棵树龄
达627年的“桑树王”。桑树下面，
是沙粒极细的沙土地，农民们在
树的空隙间种着豆角、棉花和花
生。

公园导游介绍，临清黄河故
道地质森林公园面积达1万余
亩，一期开发2千亩。公园内古沙
丘连绵起伏，宛若一条苍龙盘旋
而卧，蔚为壮观；园内森林覆盖
面积达80%，还有1万多株树龄在
300年左右的古椹树，是名副其
实的“秦汉古河道、明清椹果
园”，被誉为“天然氧吧”、“世外
桃源”。临清民风淳朴，当地至今
流传着大禹治水、秦始皇东巡等
故事。公园内有少数几棵桑树，
上面结的桑葚有五六厘米长。

一走进公园，大家似乎忘记
了一周的疲劳，浑身细胞活跃起
来，纷纷拿出早已备好的器具，
开始采摘。一边摘，一边还不时
地品尝一下。“真甜啊！又大又新
鲜……”大家不时发出感叹。没
多大会功夫，有人就摘了满满一
大保鲜盒。家长们还不时地向孩
子普及农业知识，告诉他们桑树
地下种植的农作物，并教育孩子
不要浪费，要爱惜农民伯伯的劳
动成果。中午12点左右，大家带
的器具基本都盛满了葚果。采摘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们又参观了
季羡林纪念馆。

贴上齐鲁晚报车友会车标 ,

准备出发。

自驾游家长和小记者，黄河故道省级地质公园前合影。

18日，参加本报采摘游的
车友家庭中，有一个特殊的“家
庭”，第二实验小学的李老师带
着三名学生来参加。

“采摘结束后，能不能带孩
子们去参观一下季羡林纪念
馆？”李老师说，参加采摘活动
前，自己和孩子了解了一下采
摘园，还有临清一些历史文化
知识，孩子对季羡林先生纪念
馆比较感兴趣，想深入了解有
关知识。李老师随身带了一本

《临清手册》，有关于临清的简
短介绍，采摘时，她还适时向学
生和孩子讲解。

另一位车友张先生说，参
加活动前，孩子问了很多问题，
他一下答不下来，赶紧去网上

“恶补”。“孩子问桑树什么样
子，公园有多大，还问临清有什
么好吃的。”张先生说，他老家
在东北，因为工作来到聊城，桑
树小时还见过，但临清他了解
不多。“昨天晚上‘加班’到8点，
就为能回答孩子问题。”

当天，参加本报自驾游活
动的大都是一些家庭，不少家
长表示，小时在家乡见过桑树，
但时隔多年，印象不太深刻，仅
凭自己模糊印象，实在不能解
答孩子疑问，只得提前做功课。

担心被问住

不少车友提前做功课

“这里面的树这么粗，有多
少年了呀？”参加活动的一名小
记者好奇地问。一看到一些树
龄较高的树上挂着标识牌，孩
子们感叹起来：“哇哦，都三百
多年了！” 而正在采摘的一个
小女孩“不服气”地说：“我这棵
四百多年了！”听到她的“挑
衅”，孩子们仿佛忘了自己是来
摘桑葚的，转而比赛起来，看谁
找的桑树年龄大。

沿着林子一直往里走，本
报一名小记者找到一棵标有

“627年”树龄的老桑树，一听说
这是公园的“桑树王”，是年龄
最大的一棵树，孩子们纷纷放
下自己手中的“劳动成果”，爬
到树上拍起照来。

照片刚拍完，孩子们又发
现了“新大陆”：这棵树上的葚
果格外甜。“你看树干都裂了，
这棵树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大
浪。”孩子们又发挥起想象力，
讨论着六百多年前这里可能是
什么样子的，而家长们则在一
旁给他们拍照，采摘树上的葚
果，有的家长甚至单独拿出一
个小盒子，把这棵树上采摘到
的桑葚和其他的桑葚分开来
放，回去之后也让家人品尝一
下“桑树王”结的果子。

采摘不忘留念

纷纷和“桑树王”合影

18日中午12点左右，大家拿
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到公园门
口集合，一边走，一边谈论着：

“你看我这个大”，“我这个颜色
鲜亮”……

记者看到，大家采摘的桑葚
有的放在保鲜盒里，有的拿塑料
袋、塑料桶、小竹篮，甚至还有拿
着泡沫箱，亮白和紫黑色的桑葚
格外吸引人。车友们全家出动，
甚至有几个不到两岁的小朋友
也跟着家长来参加。

“看谁摘到的桑葚最大，发
给谁奖品。”本报工作人员一说，
孩子们赶紧亮出自己的劳动成
果 ，“ 看 我 这 个 ”，“ 我 这 个
大”……，因为进园前，工作人员
告诉大家，园子里有少数几棵桑
树，上面结的葚果有五厘米长，
孩子们都期盼能找到“巨型”桑
葚。一说比谁大，大家有些“失
望”地说，没有找到那样的桑葚，
可一听说谁摘的桑葚大也能有
奖品，孩子们的积极性又高起
来，争相展示自己的成果。

最终有几个孩子展示的葚
果有两三厘米长，葚果“前三名”
拿到本报提前备好的奖品，而其
余参与的车友家庭也拿到了本
报准备的精美礼品，具有纪念意
义的礼品让大家惊喜不已。

晒成果

“前三名”本报发奖品

两名小记者抢着采摘桑葚。

在627岁的“桑树王”下合影。

父亲举着儿子采摘高处桑葚。

文/记者 杨淑君 片/记者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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