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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抗战战闯闯关关答答题题，，还还有有99万万份份好好礼礼
参与就有百元滴滴红包，检验“是不是山东人”的时候到了

本报济南9月1日讯（记者 时
培磊）“对不起，这位用户不是山
东人！”9月1日，齐鲁晚报官方APP
齐鲁壹点、齐鲁晚报官方微信同步
推出“抗战闯关17城”页面游戏，有
读者答错4题后得到这一“称号”，大
呼自己对山东抗战历史了解太少。
当天共万余人参加答题闯关游戏，
抢到了滴滴百元大礼包。

1日一早，齐鲁壹点及齐鲁晚报
官方微信推出“抗战闯关17城”游
戏。活动刚上线，大量手机用户就通
过这两种方式第一时间尝了鲜，答
题、拿奖、晒军衔，游戏在微信平台
上被“疯转”。不少用户觉得好玩又
有意义，既能休闲娱乐，还收获了知
识和奖品。

根据后台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
日晚上8时，活动共有10431人参与。
在山东17个城市所在的8个“战区”
中，济南德州“战区”用户参与度最
高，超过了5000次。参与者多，答错
者也多，该战区仅“山东地区日军正
式签署投降书的仪式在哪里举行”
一题，就有1300余人出错。

“觉得很有意思，就随手在朋友
圈转发了一下。”济南市民张女士告
诉记者，“我5道题全错了，不过答完
题就有奖品算是意外之喜。”她转给
朋友，就是想知道自己的朋友圈有
多少人是山东抗战“历史通”。

目前活动仍在继续，近9万份滴
滴百元大礼包尚未被领取。看到大
家都在客户端和微信答题赢奖品，
相信你也跃跃欲试了。如果你有兴
趣参与活动，共有如下两种方式：

1 .扫描二维码下载齐鲁壹点客
户端，进入活动页面；2 .关注齐鲁晚
报官方微信，点击右下角闯关17城，
进入游戏页面。

一起闯关答题领取红包，看你
是不是真的熟悉山东抗战历史吧！

小小兵兵张张嘎嘎主主题题曲曲竟竟不不知知道道
影视作品题目答对的最多，但也有人犯错

我们的抗战

·闯关17城

纵观本次闯关全部的40道问题，类似“莫言的小说作品《红高
粱》被拍成电视剧”等文化作品题目答错者很少。而像“被称作娃
娃司令的将领是哪一位”这样的纯历史题目，则容易出错。

《大染坊》反映日军打击民族工业

“1937年呐，鬼子就进了中原，
先打开卢沟桥，后打开山海关，那
火车道就修到了济南……”这首歌
是哪部影视剧的主题曲？

按照读者答题规律，影视剧最
容易答对，像“《大染坊》反映了日
军对我国民族工业进行打击”等，
错的人并不多。但让人意外的是，

许多人并不了解上述题目中的歌
曲来自电视剧《小兵张嘎》。这部改
编自作家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说
的电视剧，于2004年7月27日在央视
八套全国首播，主题曲为《八路军
拉大栓》。歌曲开头部分就是题目
中那段歌词，若是音乐响起，相信
很多人就会选择出正确答案了。

廖容标泰山观日出，顺手抓鬼子

“泰山好，鬼子闹。”1942年10
月，时任八路军泰山军分区司令员
廖容标等人夜爬泰山，返回途中巧
设伏兵活捉了日本人、伪山东省

“电报局局长”间本。廖容标此趟爬
泰山初衷是什么？

这道题的答案让很多用户感
到意外，因为廖容标此趟爬泰山初
衷是观看日出。

1942年，时任鲁中军区敌工部
长鲁宝琪来和廖容标谈工作，两人
顺便聊到了泰山。这话被侦察科长
刘锡坤听入了耳，真以为他们有兴
趣要去逛泰山，便派了几名侦察员
连夜侦察。经侦察泰山顶当时没有

敌人，并且还了解到山后有一条小
路，直通泰山顶。于是廖容标和鲁
宝琪带着20余人，轻装开往泰山，
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一行人顺利
到达了日观峰。

游玩至中午时分，哨兵跑过来
报告“有敌人上山！”廖容标把饭碗
一推，带着两名战士，登上城楼，举
起望远镜一看，只见山下有十余
人，簇拥着一乘小轿，前呼后拥，直
奔山顶而来。

廖容标把“关门捉狗”的意图向
大家作了交代，并进行战斗部署，最
终活捉了日军驻山东省电报局长间
本。 本报记者 时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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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齐鲁晚报官方微信后，点击右下角“闯关17

城”，即可答题领取滴滴百元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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