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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难忘童年记忆，搜集童谣为后人留存

““聊聊城城最最美美童童谣谣””邀邀您您一一起起来来唱唱响响
买枣不能光看

“甜不甜”
本报聊城10月13日讯 (记者

焦守广 ) 市场上鲜枣卖得正
火，受媒体关于“糖精枣”报道的
影响，不少市民担心买来的枣是
糖精枣。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买枣不能光看“甜不甜”，“糖精
枣”正规市场较少见，多出自路边
推车摆摊的商贩。

13日上午，在城区振兴路一
家商场内，大量刚上市的鲜枣占
据了不小的地方，个大颜色鲜
艳，引得不少顾客正在选购，正
在购买鲜枣的王先生说，现在的
枣都不小，一般他都是挑甜的
买，“我也不会认，应该是越甜越
好吧！”

随着近期媒体有关“糖精枣”
的报道，人们对于食用鲜枣安全
性的担心也越来越大。“不甜不想
吃，太甜了又很担心。可现在的枣
长得都很好，吃上去口感也很好，
根本看不出有没有问题，真害怕
买到‘糖精枣’。”市民刘女士说。

据了解，国家已明确将鲜枣
瓜果等列入禁止添加糖精钠之
列。食药监部门专家表示，不法商
贩在热水中加糖精钠，目的就是
为了增加枣的甜度，且果皮比果
肉更甜。糖精钠泡枣是属超范围
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规行为。至
于“糖精枣”的危害则要看糖精钠
添加的量，一般用糖精钠泡枣的
量不大，因为糖精钠甜度高，量大
会有苦味，泡出的枣口感就不一
定好。如果枣中糖精钠含量偏高，
会抑制消化道内一些消化酶的分
泌，食用后可能厌食，但不常吃没
太大问题。“糖精枣”在正规市场
出现得少，多出自路边推车的商
贩，售价比正常大枣便宜许多。

市民朋友选购鲜枣时往往看
其外观，品尝是否鲜甜。不法分子
正利用了消费者这一心理，用糖
精钠制作“甜枣”。

专家提醒，自然成熟的枣一
般是由绿到黄，再到红，是逐渐成
熟、变色的过程，果皮上有不均匀
颜色，不会绿红分明。用糖精钠浸
泡过的“糖精枣”，颜色红绿分明，
或为铁锈红、暗红色；自然成熟的
大枣果皮不甜，但果肉甜，而被糖
精钠泡过的大枣，果皮比果肉甜；
有些“糖精枣”果皮褶皱，蒂部萎
蔫，不耐储藏。如果在购买时发现
上述特征，一定要谨慎购买。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如何分辨

“真假”鲜枣

由聊城市文广新局主办，本报承办的“聊城最美童谣”开始面向社会征集。老一辈口口
相传的聊城童谣，耳熟能详。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似乎被渐渐淡忘。有哪些童谣是你能够脱
口而出的呢？欢迎记录下来发给我们，让大家一起温习一下吧，重拾那难忘的童年记忆吧！

本报记者 凌文秀

童谣是童年记忆，更是地域文化烙印

在部分征集到的童谣中，
记者整理发现，有些童谣在聊
城地区非常普及，也有部分歌
谣在临清、高唐一带流传，或
者阳谷一带流传。同时，也根
据聊城各地方言的不同而有
不同的童谣。时隔多年，在每
年推广普通话的今天，为什么
又开始推广地方童谣了？记者
从是文化部门获悉，在弘扬传
统文化的今天，很多传统民俗
文化元素，如果不再挖掘、保
护，很可能会像很多非遗项目

一样，曾经流传几千年，却在
科技发达、娱乐和学习手段多
元化的今天走向失传。

童谣，是传统文化的一项
重要记忆，是地区语言文化保
育、民间文学等领域中一个颇
为热门的话题。

可能有读者会问：童谣在
聊城流传的现状如何？目前难
以找到有较为权威的数据去
描述这个现状，不过就目前了
解的情况，在聊城城区的众
多小学和幼儿园内，本土童

谣的传唱非常不乐观。以一
首童谣为例：“小老鼠，上灯
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奶奶，
奶不应，咕噜咕噜滚下来。”
现在很多家庭长大的孩子，
恐怕很难理解小老鼠为什么
要到灯台上偷油吃了。一来，
如今要看到传统的老油灯可
能要去博物馆了，二来，很多
孩子一生下来就说普通话，
这些童谣在普通话中有失韵
味。至于，小朋友因为完全标
准语的教学环境，日常最基

础地使用区域的母语，就发
音方面，孩童已经面临很大
的困难，童谣在新一代当中
流传的状况可见一斑了。

为此，聊城市文广新局
主办，本报承办的这场“聊城
最美童谣”活动，让聊城童谣
再度唱响，搜集聊城童谣为
后人保存。本次活动希望能
在几乎完全标准语化教育的
环境中，为聊城本土语言和
聊城童谣的生存开辟出一些
空间。

童谣投送火爆，获赞“致童年·聊城版”

13日，本报微信公众平台
“齐鲁今日聊城(qlwbjrlc)”上推
送了一则消息，《聊城人幼时听
过的歌谣，你还记得吗》，其中
一位萌娃的短视频传唱了一首
很多70后、80后男士小时候经
常传唱的童谣，很多粉丝后台
留言，表示勾起儿时记忆，本次
活动更被网友成为“致童年·聊
城版”。

很多文化界人士表示，童
谣征集和传唱，是一件功德无

量的事。据了解，国内有些地区
已经出版了当地的童谣成品，
有的全部都是童声录制，在一
些语言表达能力较强的小朋友
中百里挑一，由专门的老师为
其正音，然后再录制。因为童谣
是纯人声，为免成品的效果过
于单调，制作过程中又找来一
些如《何家公鸡》之类孩童耳熟
能详的儿歌或者其它活泼轻快
的纯音乐作为衬底。对于像童
谣这样，主要靠语言传播，而且

文字未必能准确记录，录音在
它的保存和传播方面，作用都
是最为有效而且迫切的。

而近年一些比较热的童谣
绘画本书籍也都帮助了童谣在
孩童之中的传播，而且不失专
业性。童谣背后的故事，童谣中
涉及的一些字词的解释，这类
的书籍都会有所关注。甚至，二
维码出现之后，可以扫书上二
维码，看着文字听童谣。

市文广新局工作人员表

示，童谣的传唱最好的方式是
通过家庭和幼儿园。聊城人的
地域母语、从前挂在口边的本
地童谣，想让它们能够传承下
去，关键还在于家长的重视，因
为在标准语的教学环境中，本
地语言文化的希望就在于家庭
的语言环境。重视这些，或许不
存在太多的功利性意义，但这
是一个文化族群的自我归属、
表达今人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
的尊重，所必须和起码要做的。

萌娃童谣视频秀欢迎萌娃参与

你记忆深处的童谣是什
么？欢迎参与“聊城最美童谣”
活动，将您记忆的歌谣发送给
我们，聊城市文广新局和本报
将进行整理，随后，在报纸和
微信上发起聊城最美童谣评
选。格式可以是文字形式，也
可以配有您的视频、音频。

征集到的童谣经过专家
甄选和鉴别后，将分批次在

微信平台和齐鲁晚报·今日
聊城版面上进行广泛宣传。
征集到的童谣在齐鲁晚报报
纸、网站和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微信公众平台上宣传公布
之后，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进
行“聊城最美童谣”评选，由
市民评选出30到50首具有代
表性、回忆性的童谣。选出30
篇到50篇经典童谣作为展演

篇目，征集市民参与“聊城最
美童谣”展演。

投送童谣要求：
1 .能体现聊城本土特色

和文化特色，语言生动、易于
传唱，体现童心童趣。

2 .语言简洁明快，具有益
智娱乐、口口相传、健康向上
的特性。

3 .童谣也在民间广为传

诵。
“聊城最美童谣”发送方

式：
1、信件邮寄地址：聊城

市东昌府区兴华西路93号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2 、邮 箱 ：g u y u n l c @
126 .com。

3 、直 接 发 送 至 齐 鲁 晚
报·今日聊城微信公众平台。

聊城“最美童谣展演”欢迎小朋友报名

童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精髓，它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记
述着民间流传的经典文化，篇
幅短小，琅琅上口，语言生动，
结构简单，富有情趣和韵律美，
十分符合幼儿的身心特点。传
唱童谣，既可以得到快乐，又可
以学到知识，还有助于孩子形
成良好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

力。聊城最美童谣还将举行童
谣展演活动，欢迎小朋友们报
名参加。

活动将在齐鲁晚报报纸、
网站和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微
信公众平台上征集童谣，在市
民中掀起一场关于童谣的回
忆，由市民将记忆深刻的童谣
通过多种形式投送给主办方。

主办方将通过微信、网络投票
等方式，由聊城市民选出30篇
到50篇经典童谣作为展演篇
目，征集市民、尤其是小朋友参
与“聊城最美童谣”展演。

展演分为少儿组和亲子组
两个类目进行参与。少儿组要
求只能有一位孩子参与，亲子
组则可以由任一位或多位家长

陪伴孩子一起参与比赛。展演
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
奖。

报名方式：
1 、邮 箱 ：g u y u n l c @

126 .com，表注明名字、年龄、联
系方式。

3、通过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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