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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滨州小记者走进中国人民银行

一一次次不不一一样样的的金金融融课课堂堂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张爽 李婷婷) “这里为什
么和其他银行不一样？”“这
个不也是银行吗，怎么没有
人来呀？”……初进中国人
民银行，小记者们各种问题
就冒了出来，带着这些疑问
开始了探秘之行。

在银行3楼的展示柜，
摆放着第二、三、四、五套
人民币，大多数的小记者
都只认识第五套人民币，
对于其他的几套显得尤为
好奇！“我从电脑上见过着
以前的人民币，今天终于
看到实物啦！”不少小记者
掏出相机，记录下每一套
人民币的样子，有的还将
各自的特征写到本子上。

参观完展厅，接下来

就是精彩的知识讲座，之
前的问题都将在讲座里得
到解答。中国人民银行的
吕老师担任此次活动的主
讲人，内容涉及有关中国
人民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区
别、人民币最早的发行和
使用、人民币如何印刷流
通、如何爱护人民币等等。
一些平时学不到的知识在
此次课堂中都为小记者们
一一呈现出来。

互动问答更是高潮迭
起，很多问题虽然在课堂
上没有讲到，但是不少小
记者照样回答出来了，可
见功课做得十足。“请问我
国迄今为止发行的最大面
值的人民币是多少？”“是5
万元的！我来之前在网上

查过资料！”
一次不一样的课堂让

小记者们学到的不仅仅是
知识，因为年龄的关系，高
年级的小记者会帮助低年

级的小记者记录笔记，在回
答问题的时候适时提醒，相
互鼓励和谦让。一次探秘给
了他们一次收获，一次学习
给了他们一次成长。

小记者作品show

第一次去中国人民银行
北镇小学 韩茜

校园短波

8日下午，清怡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开展
安全教育体验活动。伴随警报的响起，学生
们“穿火海、过烟道”，接受了高空索降逃
生、穿越烟道、落水与溺水自救互救、地震
逃生、交通安全等安全应急教育和现场体
验活动，达到了“身临其境”的逼真效果。此
次活动不但促使学生们掌握了更多的自
救、互救的逃生技能，同时还进一步强化了
学生们的安全应急意识，增强了学生们面
对突发情况的正确应变处置能力，再次让
学生们感悟到了生命、生活、安全教育的意
义。

本报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赵海军
摄影报道

安全训练

12月5日我们小记者去中国人民银
行听“讲座”啦！

我和妈妈到一楼问了一位家长：
“小记者活动在几楼？”那位叔叔和蔼地
说：“小记者参观人命币吧！三楼311号，
那个门开着，进去就行！”“好的，谢谢！”
我们边说边赶着上楼，我比妈妈走得
快，就先赶到了，那里的空间不仅比我
们想象中的小好几倍，而且还人山人
海。我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了两个同
学。

我们参观完毕，一个叔叔让我们到
四楼去，说是有大惊喜。于是我随着人
流往四楼涌去。来到一个满是照片的房
间，原来是给我们进行人民币的知识讲
座，据说还要提问呢，这可得好好记录
才行。

经过几分钟的准备，我们的讲座要
开始啦！主题是“探寻人民币背后的故
事”，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人民币，
爱护人民币。这次的讲得内容可真不
少，就让我来给大家说一说，这背后的
故事吧。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
式成立。人民币和邮票一样，被国家誉
为“国家名片”。目前为止，已经发行了5
套人民币，现在第二套、第三套不能流
通，只能收回；第四套、第五套还可以流
通。其中第一套人民币有一张五万面值
的纸币，这是发行的最大面值的纸币
了；而第二套人民币中的十元纸币又叫

“大黑十”，这是当时苏联给印制的，这
些纸币都很珍贵，现在有一张都价值好
几倍了。

纸币从宋朝就有了，那时候的纸币
叫“交子”，可不是吃的饺子。除了纸币，
早期的钱币还有贝壳、刀币、铜钱等，贝
壳因为早期比较珍贵，所以被作为货币
进行交换；刀币最早出现在山东淄博，
它是齐国时期的钱币。

有同学要问，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民
银行可以发行人民币，其他银行却不行
呢？那是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
它是一家中央银行。在滨州共有19家银
行，再加上机构银行，共有21家。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爱护人民
币，不可以在人民币上乱涂乱画，不可
以让肥皂与纸币放在一起，如果故意破
坏人民币，要负法律责任。所以大家一
定要正确使用和爱护人民币，让我们一
起努力。

了解人民币的故事
滨州实验学校 陈麒旭

前几天，妈妈给我报了个活动，就是这
周六，虽然这个活动就在几天后，可我也迫
不及待想现在就想参加。

盼望中，这一天终于来了，在那烦人的
公鸡还没喔喔叫的凌晨4点半，在那勤奋升
起的太阳都没升起的凌晨4点半，我就起来
了，时间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不一会
就到时间了。

老师带我们到了展示区，无数脸上充满
信心的人民币在自豪的看着我们，老师说，
我们从建立新中国就开始发行，至今发行了
五套，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第五套、第四套。我
打破砂锅问到底，问老师第一套能卖多少钱
啊？当老师说能卖个700多万时，我惊讶的眼
珠子都要跳出来了，这700多万，都可以买几
栋别墅啊！这可是天文数字！

老师还说早在古代(约商朝)时，我国最
早用贝壳当钱，之后用刀币。当我听说它在
山东淄博出产的，我真为我们山东人自豪。

今天的活动结束了，但这些人民币的知
识，牢牢的刻在了我的心里。

走进中国人民银行
滨州实验学校 杨浩鑫

在讲解之前，我先给大家出
一道数学题：“1+5+10+20+50+100
=？”我猜大家都算出来了，“186。”
对，就是。看似简单的数学题却蕴
含了惊人的知识，想知道它藏着
什么秘密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
去中国人民银行一探究竟吧！

到了那里，上了大楼就像刚走
了一遍金字塔般疲惫。向下望去，
大楼投下的阴影把楼下的植物映
的翠绿，散发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气
质。又走了几道弯来到了大厅。突
然，一位看起来很有学问的“老者”
走了过来，开始给我们讲解，在他
孜孜不倦的讲解下，我懂得了：中
国一共发行了五套人民币，现在用

的是第四套和第五套人民币。其
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最大面值
的人民币是五万元！你可能陶醉在
它的魅力之中，但，它不会像学习
其他科目般强迫你，而是会用一种
让你无可抵挡的淋漓尽致的魅力
去诱惑你、引诱你，让你沉浸于它
的拥抱，让你感叹于它的神奇。现
在，你知道“1+5+10+20+50+100”的
含义了吧(表示第五套人民币面值
的总钱数)！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觉得
背包重了许多。我低头一看，原来
里面装的不只是原来的东西，还
装了付出与收获呀！

追溯人民币背后的故事
胜利油田第十六中学 二年级一班 苏湘琪

近日，我们齐鲁晚报的小记者们一起参观
位于滨州市黄河五路渤海十八路的中国人民银
行滨州市中心支行，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人民
银行的故事。

在此我想告诉我的同学们：中国在早期出
现的币种有贝币、刀币、铜钱、纸币等多种；我国
自1948年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至今已经发行了
第五套人民币。现在我们使用的纸币是第四、五
版；发行的面值最大的纸币是第一版纸币中的

“伍萬圆”；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中央银行，它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的是不直接
进行存储业务。

另外，我们小朋友们要爱护我们人民币，不
乱撕、乱涂、乱折，如果发现假的人民币应该交
给银行或报警，如果人民币残损应找银行的工
作人员进行兑换。

虽然我还小，老师给我们讲的内容还记不
太全，但是我会努力把在活动所学到的告诉身
边的人，和大家一起爱护人民币。

以上同学请携带小记者证和刊登文章的报纸，在周五前(12月11

号)到本报领取奖励一份！
领取地址：黄河十路渤海九路锦城大厦8楼
领取时间：上午8：30——— 11：00 下午2:30——— 5:00

小记者参观人民币展示柜。合影留念。

小记者在认真记录。

你曾有看见过一群萤火虫在面前飞过
你是不是曾想问

为什么萤火虫要成群结队地飞呢
其实啊

萤火虫这样做是为了团结
它们认为

自己发出的光太微弱了
没有团结就没有光明

的确是啊
没有团结

只靠自己能做什么呢
请听我说一句话

团结的光明就在前方
团结就是力量
光明的力量啊

请你把它发挥出来吧
团结的光明啊

请尽情地闪耀吧

团结的光明就在前方
清怡小学 四年级二班 郭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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