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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儿子仅订婚就花去10多万，下
一步女方还要求买房买车，到结婚少
说也得50-60万元”，日前，临清市尚店
镇王老汉谈起儿子的婚事花费来，对
该村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说道，王老汉
边说边不住地摇头，不住地叹气。

“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一不
动……”，这是当前对鲁西北农村青年
男女订婚、结婚，女方索要彩礼的形象
比喻。在当前农村结婚适龄男女青年
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从订婚到结
婚，男方少说也得花费几十万，甚至更
多，这巨额花费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由此引发
的而且骗婚、离婚现象逐年攀升，从而
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临清市尚店
镇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当
前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活动为
契机，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加

大‘两非’打击查处力度，通过集中整
治，促使辖区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科
学合理比例，促进全镇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两非”考核
力度。尚店镇成立以镇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卫生
计生、公安、药监、司法、妇联等部门负
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不断加强对

“两非”工作组织领导。该镇把“两非”
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对所辖各村、
各部门考核范围，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年终严格落实奖惩，增强工作责任感。

强化计生政策法规宣传,推进婚育
新风进万家活动，从根本上扭转育龄
群众婚孕育观念。尚店镇以村人口文
化大院为阵地，通过组织育龄群众观
看《打击“两非”案件涉案人员警示录》
专题片、举办“两非”健康讲座，刷新标
语“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标语，多
形式大力宣传关爱女孩、综合治理出

生人口性别比的重大意义，使打击“两
非”的重要性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努力在辖区营造打击“两非”的浓
厚氛围。

实施关爱女孩行动，确保女孩健
康快乐成长。尚店镇积极开展“一帮
一”帮扶活动，决不让每一个贫困独生
子女因家庭贫困而失学。镇计生协会
通过资金资助、亲情关爱、咨询服务
等，绝不让一名独生女孩或双女户因
贫困而失学，在辖区努力营造良好的
关爱女孩氛围。

强化“两非”案件查处，严厉打击
“两非”行为。尚店镇打击“两非”案件
领导小组配备专车，集中办公，统一办
案，专职从事打击“两非”案件工作。此
外，建立有奖举报机制,凡举报“两非”
案件,一经查实,给予举报人一定经济奖
励,并为举报人保密。

张宏

性性别别比比失失调调影影响响社社会会稳稳定定
——— 临清市尚店镇严打“两非”促和谐

本报聊城11月1日讯 (记者
张跃峰) 喜欢书画的小朋友

和家长们注意啦！由齐鲁晚报
主办的第二届齐鲁少儿书画大
赛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凡参
加比赛的选手均有机会获得省
内书画名家的指点，优秀获奖
作品还将集结成册，在报纸上
刊登，并在位于省城济南的我
省大型专业展馆进行公开展
览。

中国书画艺术一直被认为
是人类历史上最被值得品鉴和
典藏的艺术珍品，学习书画不
仅可以提高人们的艺术修养，

陶冶人的情操，而且还能提高
人们的审美能力，尤其是对于
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而言，
学习书画不仅可以从小培养孩
子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
而且还能提高他们的观察能
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促进
孩子养成细致、专注、沉着、持
久的学习品质。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书
画，让热爱书画艺术的青少年
有更多展示和交流的机会，齐
鲁晚报决定从即日起正式启动
第二届齐鲁少儿书画大赛。本
次大赛由齐鲁晚报主办，蔚蓝

天空·齐鲁晚报艺术培训中心
承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
省书法家协会特别指导，主题
为“热爱”。第二届齐鲁少儿书
画大赛聊城赛区选拔赛由齐鲁
晚报聊城记者站承办，凡聊城
市年龄在3—16岁的青少年均可
报名参加。

本次大赛共设绘画组和书法
组两大组别，每个组别内又按年
龄分为幼儿组、小学组和中学组。
其中，绘画作品包括中国画、素描、
水粉、水彩、油画、儿童画、漫画等；
书法作品包括软笔书法和硬笔书
法。

第二届齐鲁少儿书画大赛
将邀请省内书画名家组成专业
评审委员会，对所有参赛作品进
行认真评选。获奖作品将被集结
成册，并分发给获奖选手以作留
念。部分优秀作品还将在报纸上
进行刊登,并在我省大型专业展
馆进行公开展览。此外，大赛组
委会还将联合邮政部门为本次
大赛的优秀获奖作品定做专属
明信片或邮票，十分具有纪念意
义！同时，本次大赛还专门设置
了“优秀培训学校奖”及“优秀辅
导老师奖”，以鼓励我省对青少
年书画教育做出贡献的机构和

个人，欢迎各中小学及相关培训
机构集体报名。

大赛从即日起开始接受报
名，参赛选手可将作品邮寄至
聊城市兴华西路93号古楼街道
办2楼齐鲁晚报聊城记者站，参
赛作品需注明选手姓名、年龄、
家庭住址、学校班级以及父母
联系方式，报名费为每幅作品80
元，作品征集日期截至2015年12
月31日。具体比赛信息查询及报
名表下载请关注“聊城书香苑”
手机微信平台(微信号：lc-sxy)
发布的比赛章程，或拨打电话
18663007006进行咨询。

聊城最美童谣征集已达上百首，将筛选出童真童趣兼备的童谣进行展演

欢欢迎迎少少儿儿团团体体报报名名童童谣谣展展演演大大赛赛
本报聊城11月1日讯(记者

凌文秀 ) 原本投送童谣的
都是些老人，可上周末一名在
校学生将儿时听过的童谣写
下来，投送到本报编辑部。让
主办方看到童谣在新一代少
年儿童中依旧传承着。目前 ,
已经征集到上百首童谣 ,主办
方正在加紧分类整理 ,筛选出
童真童趣兼备的童谣进行展
演。

在一首首聊城童谣熟悉
的音节中 ,萦绕于心头的乡愁
渐渐清晰起来。文化的影响是

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孩童喜
闻乐见的地方童谣 ,既是地方
社会生活的镜像 ,也是地方历
史文化的见证。聊城是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 ,童谣生长在这
块热土上 ,蕴含着这一地域的
文化特色。欢迎幼儿园、少儿
团体以各种方式演绎聊城童
谣，报名参加本次“聊城最美
童谣”展演大赛。

童谣是方言文学。聊城童
谣本身就由口头创作 ,并在口
头流传 ,用来表现聊城人们的
生活 ,因而方言正是童谣的灵

魂所在。童谣中的许多语言运
用是方言所特有。我们能在这
些童谣中发现古老的方言表
达 ,童谣承担着保存和传承地
方方言的双重任务。

一首首童谣 ,随着时代发
展,记录了聊城的历史变迁,描
绘了聊城地方风俗人情和社
会形态 ,显示了聊城人的审美
意识和人文精神。应该说,聊城
童谣是研究本土历史和文化
的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是不可
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需要
我们精心呵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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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谣展演活动报名方式:
1、邮箱:guyunlc@126 .com,

表注明名字、年龄、联系方式。
2、通过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报名。

新闻调查

如今孩子们对童谣兴趣淡薄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曾

经响遍大街小巷的童谣，如今
还会得到孩子们的喜爱吗？它
们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呢？记者走访了一些幼儿园和
学校。

很多老师表示，如今孩子
们知道聊城童谣的很少了，即
使知道也只是在家听长辈们
说起过，因为现在大多数幼儿
园都实行普通话教育。另外，
现在有的幼儿园老师并不是
聊城人，对聊城童谣不熟悉，
这也是聊城童谣在幼儿园没

有得到教授的一个原因。也有
很少的老师在平时也会把自
己知道的一部分聊城童谣教
给孩子们，但幼儿园并没有专
门的课程用来上聊城童谣。

从走访中，记者发现聊城
童谣在很多孩子当中的接受
程度不容乐观。问及他们对聊
城童谣的印象时，往往兴趣不
大，原因是“太旧”，“没有意
思”等等。这样的回答并不意
外，一名小学老师分析认为，
几十年来，人们的生活环境、
节奏、内容与形式都有了天翻

地覆的改变，历史上学习传承
童谣的自然和生活条件几乎
不复存在了，比如当年做游戏
的门前屋后的院子、墙角、树
阴，现在往往都被高楼大厦、
车库、商场所取代，活动空间
变小了、变没了；变形金刚、电
子游戏、电脑、电视机等丰富
多彩的现代玩具顶替了当年
简单、原始的铁环、玻珠、小铜
钱等。另外，快节奏的学习与
工作氛围，使中老年人失去了
给下一代传授童谣的时间与
心绪。

记者观察发现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现在的孩子们说聊
城话的越来越少，说普通话的
越来越多，所以孩子们不能理
解以聊城话为基础的聊城童
谣，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也是
在所难免。种种原因综合起
来，导致了聊城童谣在孩子们
的心目中没有吸引力，所以现
在聊城童谣更多地作为学校
教育的辅助手段存在于校园
当中，至于曾经大街小巷都响
起聊城童谣的情景，恐怕是不
会出现了。本报记者 凌文秀

现在聊城童谣面临的局面
是尴尬的，名为童谣，知道的反
而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而最应该
知道的儿童却日益失去对童谣
的兴趣。如此长期下去，聊城童
谣就会变成历史，存于影音资料
和书本中。热爱聊城文化的人纷
纷呼吁要保护和传承聊城童谣。

对于普及聊城童谣这样社
会性的重任来说，光靠个人力量
是很难实现的。据了解，日本的
幼儿园和小学特意组织孩子们
学唱古老童谣，请退休的老爷
爷、老奶奶担任老师。东京、大阪
等大都市的小学还举办“学唱童
谣”比赛，提高幼儿对童谣的热
爱之情。英国把童谣看成一门正
式的学问，编成启蒙教材，由保
姆和幼儿园教师做系统的介绍。
英国的儿童教育是在童谣的引
导及推动下才有成效的。

可见要让整个社会都形成
重视聊城童谣的风气是很重要
的。有读者建议成立聊城童谣保
护的专门性机构比如聊城童谣
馆，对现有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和
陈列；及时开展聊城童谣的搜集
和整理工作，进一步扩大和保护
聊城童谣传承人的队伍；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开发聊城童谣数据
库，建立聊城童谣网站。“聊城童
谣还可以借助新的载体如电视、
课本、书籍、报刊、唱碟等方式，
回到人们当中，让孩子们广为传
唱，这也是一个办法。”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振兴聊城童谣

需全社会重视

新闻延伸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小小子儿 , 坐门墩儿 , 哭着喊着

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干嘛呀?点灯,说话,

吹灯,作伴,明儿早儿上起来梳小辫儿!

《小麻喳，尾巴长》
小麻喳，尾巴长，娶了媳妇不要娘，

把娘背到山窝里，把媳妇背到炕角上。
烙油馍，炒鸡蛋，媳妇媳妇你先尝，我去
后地背咱娘，咱娘变了个屎壳郎，老鸹
啄她邦邦响。

《盘脚莲》
盘脚儿盘，过新年，新年整，烙花

饼；花饼花，二百八；勾子莲花，小脚儿
全合

《九九歌》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

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
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格童谣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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