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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周末忙充电，社会实践活动玩得欢

民俗馆里学面塑，跟着“波姐”品新闻

本报记者 周国芳 王光营

天气虽然冷了，小记者的活动却更加热闹起来。上个周末，齐鲁晚报小记者团迎来三场室内活动。周六上午，小
记者前往济南市民俗馆捏面塑学剪纸，周六下午，他们又去往时光印记活字印刷馆体验活字印刷。周日，小记者团迎
来晚报“大咖”——— 首席记者张洪波在编辑课上为小记者“面授机宜”，忙碌而充实的周末，开开心心学知识。

“把手中的面团，经过点、切、刻、划，塑，变成小白兔的头、
耳朵、嘴巴、身体……”在面塑老师裴德丽的手中，五颜六色的
面团化身成栩栩如生的小白兔。28日，齐鲁晚报小记者们来到
济南市民俗艺术馆，跟着民俗大师们学剪纸、面塑。

婀娜多姿、衣裙飘逸的美女、天真烂漫的小白兔，以及各
种精致的历史人物，一走进民俗艺术馆，各式各样活灵活现的
面塑、剪纸作品让小记者们叹为观止。未等老师开讲，小记者
们就蠢蠢欲动，想亲手把面团和纸张变成艺术品。

“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面塑艺术吗？”裴德丽一边教小记
者们捏小白兔，一边讲解面塑艺术的历史知识。她说，面塑，是
一种制作复杂且艺术性很高的民间工艺品，用面粉、糯米粉为
主要原料，再加上色彩，石蜡、蜂蜜等成分，经过防裂防霉的处
理，制成柔软的各色面团。

小记者们边学边练，原本普通的小面团在小记者们的手
中变了样，一节课下来，几十只小白兔的形象便脱手而成。小
记者们更是乐在其中，纷纷拿起自己的面塑作品向裴老师展
示。“老师，下一次我们捏什么？”“今天剪的团花回去要贴在家
里的窗户上。”经过一节课的学习，这群“05后”小记者们对捏
面人、剪纸等传统民俗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神奇的小手根本
停不下来。

“体验民俗是对传统文化最大的贡献，孩子们与民俗大师
们零距离接触，让下一代了解、热爱民间艺术。活动不仅给孩
子们提供了体验过程，也让孩子们拓展想象的空间，更加将民
间艺术、非物质文化作了很好的传承，让新一代的孩子们认知
社会文化，感知民族艺术。”济南市民俗艺术馆馆长刘学斌说。

29日的编辑课上，小记者们迎来了业界“大咖”——— 齐鲁晚报首
席记者张洪波。从深山中追剧组讲到雅安地震徒步采访，从填报高
考志愿到坚守记者岗位15年，“波姐”带领小记者们踏上了一趟传奇
的新闻采访之旅。

你知道真正的记者是什么样子的吗？“记者要采访别人”“记者
不能说假话”……经过新闻课，小记者已颇具记者“范儿”。

“大家的回答都不错，下面我就通过几个采访中经历的故事告
诉你，真实的记者生活与你们的想象有什么差别。”编辑课开始后，

“波姐”讲起她与新闻的那些事儿。
“2002年，我考进齐鲁晚报，做了一名娱记，我的新闻梦从这里

开始了。”张洪波说，记得有一次采访《天龙八部》，我得知张纪中躲
到河北怀来县深山里拍摄，就赶到怀来，包了一辆车，钻到崇山峻
岭里，找了整整一天。下午5点才发现剧组。偷拍成功后，天完全黑下
来，车也早走了，山里没有一个人，只有风吹得树枝哗哗地响。

小记者们记得很认真，一旁的家长也听得入了迷。张洪波继续
讲到，我摸黑找到一户山里人家，央求这家农民能不能用他的旧摩
托车把我送出去。一路上，我抱着他的腰，拼命狂奔，来到一个好像
废弃的小车站，那里停着一列破旧的绿皮火车，正在拉笛。我一个
箭步跳上去，车就开了，车厢里一片漆黑，没有灯，只有一个光头乘
客，在黑暗中盯着我……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那会不会
是一个梦，电影里的镜头竟变成了现实。

当然，作为小记者，写新闻也是必不可少的技能。身经百战的
张洪波给小记者的写作提了几条建议：首先，要有独特的视角，别
人写过的角度不再写。其次，要有天马行空的思维。最后，要有俯仰
天地的境界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裴德丽向小记者演示面塑艺术。本报记者 周国芳 摄 小记者们课后向“波姐”讨教。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摄

手中面团变白兔，神奇！ 写作要天马行空，牢记！

文具出逃记 济南市舜耕小学四年级七班 杨铖

飞翔吧，鹦鹉 济南经十一路小学四年级三班 孔润暄

爸爸给我买了两只鹦鹉，我给它们
俩分别起了名字，一个叫淘淘，一个叫丽
丽。

淘淘的头大部分呈红色，但脖子
是黄色的，像系着一条金黄色的围
巾。身子是绿色的，像树叶一样青翠。
它的嘴巴呈月牙形，仿佛锋利的钩
子。淘淘天生就是一个淘气包，成天
啄笼子，还不停地叫，好像在说：“放
我出去！放我出去！”

和淘淘不同，丽丽简直就是一个“小

淑女”。它从来不会大声啼叫，还经常低着
头，用嘴挠身上的羽毛，好像女孩子在梳
妆打扮似的。它的背部黑白相间，很像麻
雀的样子，它的腹部是蓝色的，像蓝宝石
一样漂亮。

淘淘和丽丽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说
关系好吧，它们的确有时候又是亲嘴又是
拥抱；说关系差吧，它们有时候为了一块
食物，也能拼个你死我活。

它们来到家里几天后，突然发现两只
鹦鹉有点无精打采，饭也不吃，水也不喝，

觉也不睡，像得了忧郁症一样。
我问爸爸：“为什么它们不快乐呢？”

爸爸说：“或许它们想爸爸、妈妈，想森林
里的小伙伴了吧！”一瞬间，我仿佛明白
了，是啊，失去了自由又怎么能感受到快
乐呢？

我说：“我们不如把它俩放回森林
吧！”爸爸对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我打开了鸟笼，两只鹦鹉立刻精神大
振，一霎间冲出鸟笼，飞向天空。

指导老师：孙潇童

在一个平常的夏夜，演唱家——— 蝉在
树梢一展歌喉，闷热的微风吹拂着电线那
纤细的身体。小主人像往常一样，干净利
落地写完作业，收拾好书包，早早地上床
了。但在他那普通的笔袋内，正紧锣密鼓
地进行着一场特殊的会议。

“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呆在这狭小的
空间内了……”首先发表意见的是皮肤黝
黑的钢笔先生。

话音未落，立刻被傲慢的橡皮所发出
的浑厚声音打断了，“哼！你这个不知足的
家伙，主人对我们那么好，他要是知道了
你这么想，早把你扔了”。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钢笔先
生立刻反驳道。

他俩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圆规
让他们两个闭上了嘴，“你们都别吵
了——— ”虽然他俩闭了嘴，但仍然怒
视相对。

其他文具们也分成两拨，分别站到了
钢笔和橡皮的后面。钢笔先生、铅笔弟弟、

美工刀爷爷主张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橡
皮、可擦笔先生和直尺三个文具则知足现
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橡皮组的成员
少，但嘴很硬。

“哼！你们不就是多了几个‘人’吗？我
们才不怕呢！”橡皮说。

“没想到，你们还挺有志气。那又怎
样？！我们才不怕你们呢！”说完，钢笔先生
率领队伍，旁若无人地由美工刀把笔袋的
拉链划开，大步向外走去。

他们要经历的第一个障碍是从笔袋
所在的书包里出去。这对于文具们来说可
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因为书包太高了，中
间还横七竖八地插着几堵偌大的围
墙——— 课本。

他们决定采取叠罗汉的方式，从书包
里出去。最后一层叠完，足足用了三个小
时。失败了无数次，但他们的意志仍未被
打垮，所有文具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
是我们一定要出去！

当看到书包外面的世界时，钢笔兴奋

地欢呼起来，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直到
书包里传来文具们的呻吟声，就连“橡皮
党”也很好奇，他那混沌的头脑才清醒过
来。他利落地翻出书包，找到一段不算长
的麻绳，吃力地搬回书包旁，把绳子的一
头扔进书包，让其他文具顺着绳子往上
爬。

文具们顺着绳子爬出了书包，十分高
兴。面对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他们开心极
了。文具们排好整齐的队列，一个一个地
跳下桌子，向房间外面走去。

还没出房间，就响起了一阵女声：“小
明！起床啦！今天要早去上学。”

“知道了，我这就起床。”
“咦——— 文具怎么都出来了？”小主人

一下床，便看到了满地的文具。连忙把他
们全都收拾回了笔袋里，还从上面加了
锁。

就这样，文具的计划没成功，却比以
前更加团结了。虽然橡皮和钢笔仍然怒视
相对，但相比从前，变得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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