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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留住你的成长记忆
齐鲁晚报小记者作文大赛今日启动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振安) 小伙伴们，关于家

人、学校、小伙伴和大自然，你是不是有
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表达？从即日起，本报
将联合大智学校启动齐鲁晚报小记者作
文大赛，快来用文字留住你成长的记忆
吧。

“那一天，我摔坏了爸爸的手机，他没
有责备我，让我受宠若惊；期中考试后，老
师找我聊天，对我学习的进步赞赏有加，我
笑得合不拢嘴……”在这里，你可以奋笔疾
书，写下和你有关的生活点滴、校园趣事、
四季变化、成长感悟……甚至是不能告诉
爸爸妈妈的小秘密。

此次小记者作文大赛由齐鲁晚报联
合大智学校倾力合办，目的是培养中小
学生养成观察生活、感悟生活、记录生活

的习惯。让孩子们用文字留下成长记忆，
锻炼孩子的写作能力，促进孩子的反省
与提高，让孩子更加懂得生活。

本次作文大赛面向全省的中小学生，
设置中学组和小学组。参赛作品要求：立意
自定、文体自选(除诗歌外)、题目自拟、不得
抄袭，字数在500字以内。参赛选手将作文电
子 版 发 送 到 邮 箱 小 记 者 公 共 邮 箱
(wanbaojizhetuan@126 .com)，并在电子作品里
标注“学校、班级、姓名、联系方式”。

为了让小记者们能一展文采，齐鲁
晚报网制作了小记者作文大赛的专题页
面，通过初审的小记者作文可以在专题
页面上进行展示。

网络投票的最终结果将按照一定比
例计入最终的评选。评审采取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结合的方式。小记者作文大赛

组委会将通过初评的作品公布在齐鲁晚
报网上，读者可以阅读后投票。大赛相关
进展将在“齐鲁学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
信号：qiluyxuetang)发布。

大赛组委会还为参赛的选手们准备
了丰厚的奖品哦。凡是通过初审的前两
百名选手(中学组、小学组各200名)将获
得入围奖，每位选手将获得一个充电宝。

另外，大赛每组还将评出三个奖项，获奖
者可得到电动车、自行车、护眼灯精美大奖。

当然啦，针对齐鲁晚报小记者参赛作
品，我们有独特的奖励。大赛组委会将在
齐鲁晚报小记者作品中选择优秀作品，
刊登在齐鲁晚报上。还不是齐鲁晚报小
记者？大家可以加入齐鲁晚报小记者群
(群号：184941630)了解小记者活动，或拨
打报名电话0531-85196867。

小记者绘画大赛首日投出5000余票
31日投票截止，20幅作品角逐亲子出境游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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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振安) “我的家乡我来画”

小记者绘画大赛网络投票火爆开启，20

幅小记者作品入围最终的绘画大赛决
赛。22日，在“齐鲁学堂”微信公众号(微信
号：qiluxuetang)开通网络投票的第一天，
20幅入围决赛的作品就收到了5200余张
投票。

自8月份启动齐鲁晚报小记者绘画大赛
以来，本报收到了来自全省各地几百份绘画
作品，经过专家评委的筛选，共有20幅小记
者绘画作品入围大赛决赛圈。通过小画童的
笔来描绘家乡最美的风光，来自济南、烟台、
威海等多地的小记者积极报名参赛。

入围决赛的20幅作品中，有平坦开
阔的泉城广场，有荷花满园的大明湖风
光，还有小记者家乡的天空、湿地、河流、
山川等，作品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水
彩画、水粉画 ,也有中国画、油画。通过绘

画，小记者们展现了他们卓尔不群的绘
画才艺和对家乡美丽风光的无比喜爱。

根据赛程安排，小记者绘画大赛网络
投票将持续到10月31日，您可以通过关注

“ 齐 鲁 学 堂 ”微 信 公 众 号 ( 微 信 号 ：
qiluxuetang)，欣赏入围的小记者绘画作品，
并为您喜欢的小记者绘画作品投上宝贵的
一票。

投票结束后，大赛评委会还将邀请
美术领域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打分，将
从绘画功底、创意表现、色彩搭配、表现
形式等多方面进行评鉴。最终，结合网络
投票和专家评审的结果进行排名。

当然啦，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这次
绘画大赛的奖品也很丰厚哦，大赛设一
等奖1名 ,奖品是由嘉华旅游提供的免费
亲子出境游。

除了绘画大赛等活动，齐鲁晚报小
记者的活动也丰富多彩。如果您想报名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请加入齐鲁晚报小
记者QQ群(群号184941630)或拨打电话
0531-85196867，更多精彩的小记者活动等
你来参加。

成长的脚步
刘旭东 (山大二附小六年级一班)

有人认为成长是飞快的，每当
亲戚朋友节假日团聚，他们会大呼

“这孩子长得好快，一眨眼这么高
了”；有人认为成长是缓慢的，根本
觉察不到，自己每天每小时每分钟
不都跟以前差不许多？我还是我啊，
哪里成长了？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像
大人那样工作和生活。然而，听了齐
鲁晚报小记者课堂《法官帮你防侵
害》讲座，我却微微地感受到了成长
的脚步。

星期天，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我
参加了一场防侵害主题的讲座。来到
现场，看到观众让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们竟然全是1至3年级的小朋友，甚
至还有旁听的幼儿园小朋友。这让我
这个6年级的“庞然大物”有些不自在。
不过古人云：“既来之，则安之”，我还
是很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中去，好好
听课。父母不在家时不要给陌生人开
门，过马路要看红绿灯，背心裤衩盖住
的部分不能让外人摸……当听到这些
自己在一年级时就已经能倒背如流的
生活常识时，自己感觉有点幼稚。可看
看旁边的学弟学妹正饶有兴趣地喊着
说着这些常识，我不禁想，这难道就是
我的成长吗？看来我真的长大了。

相对于身高、体重、知识面比自
己少的学弟学妹来说，自己真的是大
哥哥了，再不能把自己仍当成小孩子
了。除了身体条件上的优势以外，更
好地发挥头脑优势，使自己在知识与
智慧以及做人等方面成为他们的表
率，才能真正跟得上成长的脚步，才
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扬帆起航。

草原的洒脱
崔鑫钰 （滨州市邹平实验二小六年级五班）

踏进草原的第一步，呼吸到草原的第
一口空气，看到草原的第一眼美景，脑海
中便只剩下了一个词——— 洒脱。

天和地是洒脱的。他们是干净的洒
脱，清爽的洒脱。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纯
粹的蓝，与纯粹的绿，一丝杂色也没有。
他们不受拘束，湛蓝的天空上，有时有时
无的云，亮得耀眼的太阳。云朵儿愿意在
天上飘一飘，便从头顶掠过去，不愿意
飘，便和着风隐身在天空中，谁也不强求
她。地上一片绿色，细看一番，才知道地
上有花有草有小虫，不过都在绿色的掩
饰下罢了。遥望草原，一棵树也没有，整
片大地都是由一棵棵柔韧的小草铺设
的，风儿一吹，草儿们便伸起了懒腰，不
时还有淘气的小草被卷向空中。天与地，
蓝与绿相互辉映成趣，这难道不是一种
难得一见的洒脱吗？

牛羊也是洒脱的。它们奔放地散落在
“绿毯”上，成为了草原上最天然的装饰
物。它们静时好似绣在绿毯上花朵；动时，

仿佛是滚落在绿毯上的颗颗珍珠。丝毫不
受拘束地散落在草原上，有的三五成群，
有的闹哄哄一大群，有的则一个、两个安
静地在一旁，聚聚散散，丝毫不怕人，非常
悠闲。即使所有的牛群、羊群、马群都散落
在绿毯上，牧民也一点儿不急躁，用独特
的号子呼唤，不一会它们便归群了，牛羊
又悠闲地吃起草来。对牲口，对人，都不急
不躁，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气的洒脱，悠闲
的洒脱。

人也是洒脱的。见到客人到来，热情的
牧民便步行或骑着骏马，洒脱地招呼客人，
唱着优美的蒙古民歌，敬酒，献哈达，把我
们也给感染了，我们仿佛与牧民一起融入
到了草原生活。进入蒙古包，我们一起聊
天，喝奶茶，开心极了。草原的妇女，好似一
刻也不能停下，一会儿煮奶茶，一会儿又用
号子呼唤牲口，既有家庭妇女的勤劳贤惠，
马背上又不失巾帼风姿，生活洒脱得很。草
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洒脱。我离开了草
原，那里一切的洒脱却印在了我的心中。

“石村好，风景旧曾谙。怪石楼阁多
无数，翠草绿树美不收。能不忆石村！”这
是我改编的一首小诗。它把我的思绪再
次带回到山东邹城石头村，带回到那个
美丽而神奇的小村庄……

一踏进石头村，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
古朴、典雅的气息。只见古老的石头一个
个相拥着、紧簇着，构成了古老的城墙；一
块块洁白无瑕的大理石板上雕刻着古老
的文字，记载着石头村的发展和变迁。

再向里走，一座座形态各异、别有风
趣的石头房呈现在我们眼前。有的白石
红瓦，内有小院，家养牲畜，别有一番生
趣；有的雕龙刻凤，小桌数个，石凳数方，
乃是村中孩童读书之处，古铜铃铛，半垂

墙上，拉动绳子，清脆悦耳，很是动听。
我们迎着清风一路向上，一座座怪石

嶙峋，危峰兀立的青色山峦映入了眼帘。
行走山间，闻鸟虫鸣啼，赏翠草红花，踏脚
下怪石，看天上白云，十分惬意，真有种身
在山间走，人在画中游的自在与洒脱。我
们爬到山顶向下望，石头村的全貌像一幅
天然的山水画般呈现在了眼前。一条条乡
间石板路蜿蜒曲折，伸向远方，一排排石
屋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下古朴独特，错落有
序，一条条小河在村间穿行，阳光照射下，
发出金色的波光，真是美不胜收啊！

背村而行，回头，转身，仰望，一座村
落满是幽美、静谧，满心流连油然而
生……这一刻，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

忆石村
朱林霄(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五年级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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