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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大赛一周收到百余作品
大赛专题页面即将上线，优秀作品上报纸

本报济南11月1日讯(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振安) 用文字诉说你的故事，
齐鲁晚报小记者作文大赛于上周启动，目
前大赛组委会已经收到来自滨州、烟台、济
宁、枣庄等全省各地百余篇的参赛作品。小
记者作文大赛作品仍在持续征集中，相关
专题页面也即将在齐鲁晚报网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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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参加齐鲁晚报小记者作文大赛吧。
报名开始后，孩子们的参赛热情也非常高
涨。在来稿小作家的文章里，他们有的诉说
对冬雨的喜爱，有的书写外婆家的美丽乡
村，有的描写趵突泉的灵动，有的记录外出
游玩的趣闻趣事。看来孩子们的生活真是
丰富多彩呢，而且个个文笔不俗。

本次作文大赛面向全省的中小学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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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小记者公共邮箱(wanbaoj izhetuan@
126 .com)，别忘了在电子作品里标注“学
校、班级、姓名、联系方式”哦。

为了让参赛的小记者们能一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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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所有
进入初选的作品都将参与投票环节，接
受万千读者们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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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阅读后并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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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还将邀请文学领域专家进行评
审，将从主题鲜明、语句通顺、内容充实、结
构合理、创新度等多方面进行评判。参赛作
品全部经过评委严格审核，一经发现作弊

行为将取消参赛资格。
大赛组委会还为参赛的选手们准备了

丰厚的奖品。中学组、小学组一等奖各一
名，奖品是电动车一辆；二等奖各3名，奖品
是精美自行车一辆；三等奖各十名，奖品是
书包等精美礼品。另外，中学组与小学组中
入围前200名的都会奖励充电宝一个。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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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咨询电话0531-85196867。

“最美家乡”绘画大赛网络投票结束

齐鲁学堂二维码

本报济南11月1日讯(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振安) “我的家乡我来画”

小记者绘画大赛自10月22日开启网络投
票渠道后，投票情况异常火爆。最终，入
围决赛的20幅小记者作品共收到近2万余
票。万人票选之后，绘画大赛结果也将于
近日揭晓。

在“齐鲁学堂”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qiluxuetang)开通网络投票的当天，20幅入
围决赛的作品就收到了5200余张投票。目

前，票数最高者已经超过2000票，看来小
记者们的绘画作品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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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1日，投票已经结束，大赛评委
会将于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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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打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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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一等
奖1名，奖品是由嘉华旅游提供的免费亲
子出境游。

去慈光书院感受国学魅力
刘雅欣 (济南市燕翔小学三年级二班)

10月25日，齐鲁晚报小记者来到
了慈光书院，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传统
礼仪及国学知识，感受了传统文化的
魅力。

一进书院大门，我不得不发出
一连串的赞叹，老师们都穿着富有
传统元素的服饰，他们的行为举止，
恭恭敬敬；待人接物，谦卑有礼。穿
汉服，赏乐舞，学礼仪，我也体验了
一次新奇穿越。其中，郑院长讲课的
内容更让我体会到国学的博大精
深。

从老师的讲课中，我不仅学习了
五福临门的深刻含义，明白了孝是打

开五福之门的钥匙，也让我懂得了尊
师重教的道理。我最喜欢的是毕老师
教的传统礼节：站姿、鞠躬、坐姿、三拜
九叩。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似乎有非
凡的意义。原来男生女生的站姿、行跪
拜礼是不一样的，毕老师的演示特有
耐心，我们也学得非常认真。中国是礼
仪之邦，我也要从现在做起，做一个懂
礼节的好孩子。

这次国学体验活动，让我更加了
解国学的博大精深，使我学到了如何
感恩生我养我的父母，如何感恩教我
们知识、教我们如何做人的老师，学到
了平常我们不知道的礼节。

做人先学“礼”，以“礼”行天下
刘俊辰 (济南市文东小学四年级五班)

10月25日，我和妈妈参加了齐鲁
晚报小记者团组织的国学体验课，我
们来到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的慈
光学院，学习国学知识。

以“礼”相待。一进慈光学院的大
门，八位穿着汉服的大姐姐成两队一
字排开，夹道欢迎，齐声说“学习愉
快”，并向我们深深地鞠躬，我们立刻
感受到这个学校强烈的礼仪文化：
热情好客，以礼待人。接着引导我们
走到孔子像面前，在姐姐的示范下，
向孔子三鞠躬。之后来到一楼大厅，
接待我们的姐姐帮我穿上了宽袍大
袖的汉服，汉服一穿，汉帽一戴，我们
仿佛摇身变成孔老先生的弟子，变得
彬彬有礼。我和我的小伙伴赶紧正正
衣冠，迫不及待、充满好奇地直奔二楼
的国学课堂。

知书学“礼”。在这堂课中，老师们
重点给我们讲解演示了“三拜九叩”
礼，这是向长辈或敬重的人行的最大
的礼节，肃立站好，三次跪地，两手合
掌，每拜一次叩三次头。男生和女生行

礼方法也不同，包括站立、起身的方法
都不一样，真没想到古人的“礼”这么
丰富，我们在慈光学院的师兄师姐的
示范下，给在场的爸爸妈妈行感恩礼，
我们第一次像古人那样恭恭敬敬地向
养育我们的爸爸妈妈行大“礼”，他们
非常感动。

践行“礼”数：不知不觉快到中午
吃饭的时候了，老师引用孔子的话“食
不言，寝不语”，告诉我们安安静静地
吃饭，《弟子规》说：“对饮食，勿拣择，
食适可，勿过则；或饮食，过坐走，长者
先，幼者后”。这些诗句我上一年级的
时候都背过呢！但真正这样做，还是头
一回呀！盛饭时，不挑拣，吃东西时，不
过量；吃饭或走路时，要让长辈兄长走
在前面，今天我们小朋友仿照古人的
礼数，都一一做到，身体力行了！

学习国学的时间是短暂的，给我
的教育却是深远的，就像老师说的那
样，“礼仪”是人生第一课，做人先学

“礼”，以“礼”行天下，我们应该把优秀
的礼仪文化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姥爷家的
“小小动物园”

孙钰瀚

(济南市南上山街小学三年级六班)

我的姥爷住在省城美丽的后花园
南部山区仲宫镇，那里有秀美的山峦、
静谧的卧虎山水库、硕果累累的果园、
更有遍布河道两侧的农家乐……我的
姥爷家就住在这风景如画、令人难舍
的门牙景区。

那里，春天百花争艳，春意盎然，刚
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青蛙迎接新的一
年；夏天，院子里几条小狗热得伸出细
长的舌头，母鸡躺在树丛里一动不动，
我们享受着高大树木带来的清凉；秋

天，漫山的红叶掩映着房屋，金黄的
银杏叶慢慢飘落，枝头的柿子山楂等
待它的主人；冬季，厚厚的积雪笼罩
着大地，偶尔几只调皮的麻雀跳来跳
去，在寻觅着美味。每个周末，这里都
充满了孩子们嬉戏打闹声，这里是孩
子们无拘无束，快乐玩耍的沃土，但

我最爱的还是姥爷家的“小小动物园”。
“小小动物园”里动物可真多呀，

有憨态可掬的母鸡、有顽皮可爱的小
狗、有蹦来蹦去的山羊、还有水池里大
大小小的金鱼，更有来回摆动身体的
鸭子……

我最喜爱的还有妈妈从同事家带
来的小白兔。这只小白兔大概有30厘
米长，满身白白的兔毛特别干净，两只
红红的眼睛滴溜溜眨着，颜色有点发
黑的耳朵来回晃动，像在和我们说话
呢。它吃胡萝卜的时候，来回走动，挑挑
拣拣，鼓鼓的小嘴，细细咀嚼特别可爱。
我时不时地用手戳戳兔子的身体，弄弄
毛茸茸的耳朵。老爸反复提醒我，“要小
心、小心，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我赶紧
抽手，吓得直往后缩。但是，不一会儿
老爸的话又飘到九霄云外去了。

“小小动物园”可爱吧！假如您路过
门牙景区，经过依山傍水、鸟语花香，充
满田园风光的院落时，我相信这就是我
的姥爷家。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康宝莱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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