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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社区

本报暑期营销秀活动报名近尾声，报名电话2366529

所所剩剩名名额额不不多多，，得得抓抓紧紧报报名名了了

本报济宁7月7日讯 (记者
于伟 ) 本报”九龙家电杯

“暑期营销秀活动正在火热报
名中，尽管报名人数已过半，但
咨询电话仍是不断。想要参加
活动的，得抓紧报名了！

10岁的宋佳乐即将成为五
年级的学生。为了锻炼一下孩
子，宋佳乐的妈妈专程带着孩
子，从曲阜赶到本报发行部报
名。

“一直想让孩子参加这样
的活动，体验一下生活。”宋佳
乐的妈妈是一名中学教师，她
告诉记者，去年就想参加营销
秀活动。报名时活动已经启动
了，今年就不能再错过了。现在
宋佳乐很有斗志，主动上网查
询，了解其他小朋友卖报的相
关报道，争取卖出更多报纸。

今年，主办方特邀9—14岁
之间的学生参加，每位参加活动
的学生可免费获得30份《齐鲁晚
报》(价值15元)作为启动资金。
30份报纸卖完后，参赛选手可根
据销量和预判自己决定进货量，
在实践中获得营销经验。

主办方还推出四重优厚奖
励：一、按照售报总量，从高到
低评选金、银、铜奖，最高奖项
奖金为1000元现金，凡坚持到
最后的选手颁发全勤奖：二、凡
获11名—20名的选手可免费加
入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并获价
值180元的全年《齐鲁晚报》一

份；三、在暑期营销秀期间向本
报投稿并刊发者，均有精美礼
品相送；四、售报总量排名前20
名的选手，还可享精彩周边一
日游活动。

为确保小选手的人身安
全，中国人寿任城支公司免费
为他们每人办理了一份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有效期一个月。
目前，报名仍在持续中，想

报名参加的，手持户口本或身
份证复印件一份即可报名。报
名地址：济宁市洸河路11号齐
鲁晚报济宁记者站发行部(工
会 大 厦 对 面 ) ，报 名 电 话 ：
2366529。

本报济宁7月7日讯(记者 汪
泷) 5日至7日，济宁学院文化传
播系的12名学生，跟随济宁梁祝
文化研究专家樊存常，在邹城开
展相关调研活动。通过实践，他们
更深入地了解了梁祝文化。

5日，在樊存常的带领下，学
生们来到邹城市上九村。作为济
宁市唯一一处“历史文化名村”，
保存完好的上九村因为整个村子
都是用石头建成，甚至连村里的
小路都是按石头的布局而铺，所
以也被当地人称为石头村。

“第一次来到这样的村子，我
们很震撼。”大二学生石鲁齐说。
虽然此行的学生都是学习历史
学、旅游管理学，还有文化产业管
理，都曾去过不少文化、旅游景
点。但在家门口居然还藏着这样
一座古村落。

此行的目的是结合所学专
业，在邹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梁祝文化调研活动，村里的老人
郑玉舜为学生们演奏了濒临失传
的琵琶弹唱梁祝选段《隔帘》。并
在梁祝文化研究专家樊存常的指
导下，走进村民家中，通过采访了
解到了村子的历史演变、风土人
情、家风家训、神话传奇故事等资
料。

随后，他们又来到邹城峄山
景区，重走了当年梁祝走过的路。

在邹城市文物局，文物保护
科的工作人员也向学生们介绍了
邹城市近几年开展的非遗保护措
施。

“樊存常老师沿途向我们介
绍了邹城许多和梁祝有关的史料
记载，也了解到许多非遗文化传
说。”学生路萌说。

12名大学生

调研梁祝文化

62岁的庞玉顺爱修复老照片

修修复复它它们们，，就就像像修修复复一一段段记记忆忆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因为时间过长，老照片上
穿的衣服已看不清了。陈先生
希望庞玉顺把父亲的照片修得
更完整一些，这样可以看着父
亲的照片，给儿孙们讲抗战故
事了。

修复老照片，对于庞玉顺
来说不是一件难事。

7日上午9点左右，工行东
街，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门面
房前贴了七八张老照片。修复

前的照片褶皱泛黄，修过后的
照片与原像几乎一模一样，只
不过更清晰，更明亮了。

庞玉顺，62岁，从事摄影30
多年了，现在开着一家专门修
复老照片的店。他喜欢修复老
照片，因为每张老照片背后都
有一段记忆。修复老照片就像
修复那段记忆。

“开店4个多月了，生意还不
错，修复的大多是三四十年前的
黑白照片。”庞玉顺说，修复照片
用的电脑软件是自学的。桌子上
放着10多张照片，这是为顾客修
好的，黑白色，都是人像。

每张老照片背后都有故
事，听着顾客的讲述，庞玉顺特
别感动。

6日，一位顾客拿走与战友
的合影，送来时的照片长26厘
米、宽6 . 4厘米，纸张有些泛
黄，希望放大一些。那是他与六
七十名战友的合影，其中一位
战友为了保护他，牺牲了，这种
感情比亲兄弟还亲。说这话时
那位顾客眼里泪汪的。

“那位顾客来时直接问可
不可以修复好，放大些，挂在客
厅里。”庞玉顺介绍，他跑了好
几家摄影店，都没有修复老照
片的业务。那天，在刘庄菜市场
买菜，偶然看到自己开的小店。

听了这位顾客的故事，庞
玉顺也很感动。修复照片时，带
着一种感情。看到这位顾客拿
着照片很满意的样子，自己像

完成了任务一样。
还有一张老红军的照片，

因为时间过长，穿的衣服已经
看不清楚了。“吃草根，喝马
尿……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受的
苦咱都想不到。”说起父亲，陈
先生神情凝重，希望庞玉顺把
父亲的照片修复得更完整一
些，这样可以看着父亲的照片
给儿孙们讲抗战故事了。

“儿女们生活条件不错，自
己也不缺钱，原来在儿子开的
广告公司工作，但还是不想放
弃老手艺，就开了这家店。”庞
玉顺说，修复照片已经成为一
种爱好，自己特别喜欢，而且每
张老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听着顾客讲述，自己也很感动。

一位家长和孩子在报名。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村民郑玉舜为同学们奏唱
《隔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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