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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15日讯(记者 于伟 孙
帅) 3月12日植树节，50余户小记者家庭齐
聚科技新城瑞园路南段，参与本报联合高
新区、元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推出的“市
民共植公益林”公益活动。小记者们争当护
绿使者，一上午共栽植下300余棵树苗。

上午8点多，距离植树节活动开始还有
半个多小时，小记者们就提前赶到，沿着划
好的植树区域，提前抢占地盘。随着参与的
小记者家庭陆续抵达，植树活动也火热开
始。

别看身穿红马甲的小记者个子虽小，
但种起树来却一点也不含糊。领铁锨、拿铁
锹，各户家庭摆出架势，大人小孩齐上阵，
开始挖坑植树。小记者们也从家中带来各
种型号的铲子，在旁忙活着，家长们手机拍
照不停，现场欢乐声不断。

挖好树坑，一家人小心翼翼地将树苗
放入坑中，一起填土、埋实。“小树小树，快
快长大。”小记者冯海天，用小铲子往树坑

填土，还一边与小树对话。“还是第一次带
孩子参加植树活动，感受大自然，绿化我们
的环境，感觉挺有意义的。”冯海天的妈妈
说，从报纸上看到植树活动，就第一时间报
名，以后也会常带孩子参与这种公益活动。

现场，大人小孩们忙着栽树苗，填土，
浇水，不一会，原本光秃的土地上，已竖起
一排排小树苗。在种好的树苗前，一家人拍
照留念。

8岁的小记者于怀英，已是第二次参加
本报组织的植树活动。挖坑、栽树、填土、浇
水，不一会，就种好了一颗小树。“第一年参
加植树活动，还是叫着她来，这次孩子就主
动报名。”于怀英的家长说，通过植树活动，
也能让孩子懂得爱护树木，保护环境。

小记者们种完树后，高新区市政园林
处工作人员会对栽植的树苗进行统一维
护、灌溉、扶正，保证树苗顺利成活。参与植
树的小记者家庭也可以经常来为小树培
土、剪枝，爱护亲手种下的希望之树。

本报济宁3月15日讯 (记者
岳茵茵 孙帅 通讯员 翟

红敏 赵传奇) 3月13日，本报
小记者团走进水泊梁山风景区
畅游水浒故地。看演出、听快
书、学武术，小记者们登上梁
山，体验水浒文化。走进梁山寨
派出所听民警讲述“山寨派出
所”的故事。又在水浒民俗博物
馆“穿越”到宋代，感受那个时
期的民俗。

3月13日早上8点，开往梁山
风景区的大巴启动了，小记者
们早已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相互交流比谁知道的《水浒》故
事多，一路上有说有笑。到了景
区，为了让小记者更好的了解
水浒文化，水泊梁山风景区派
专人跟随。

“小记者们，梁山好汉在山
寨一关已等候多时，赶紧与他
们见面去吧。”景区工作人员的
话令小记者们更加迫不及待，
山寨大门缓缓打开，梁山好汉

逐一露面。“快看，李逵、鲁智
深，还有孙二娘。”小记者们一
一认出了好汉。“快看，快看，宋
江出来了！”小记者跺着脚喊
道。梁山好汉为小记者们上演
了《好汉迎宾》的水浒剧。振奋
的鼓点、迎风挥舞的杏黄大旗，
好汉们一一比拼梁山功夫，小
记者们看的很入神。演出结束
后又和小记者们一起合影留
念。

来到断金亭，曲艺演员专
门为小记者们演绎了一段水浒
快书，小记者和家长们拍手叫
好。在聚义厅，水泊梁山风景区
的演员们还专门表演了多个情
景剧。“原来从电视上看到梁山
好汉，今天终于在梁山上见到
了”小记者高兴的说。“演员们
将《水浒》中的故事情景再现，
让孩子们目睹了故事，加深了
水浒人物的印象。”小记者家长
张女士说。

下山后，小记者和家长们

一起来到梁山寨派出所，听所
长胡新讲述“山寨派出所”的传
奇故事。当天下午，小记者们还
参观了水浒文化民俗博物馆。
这是一个全是仿宋建筑的博物
馆，里面陈列着历代的酒文化
文物。还有按照传统梁山民俗
再建的街道、店铺、婚房等设
施。

“快来看，这里有造酒的东
西。”小记者被整个造酒流程的
展示吸引住了。独轮车、高粱、
酒曲、蒸酒炉，小记者看到这些
从未见过的东西很是惊奇。在
导游的介绍下，小记者们了解
了古时候造酒的流程。在整个
景点的最后，是一间婚房，里面
的陈列全是仿古的，红色绸缎
装扮的婚房非常喜庆。小记者
们纷纷拍照留念。

下午2点多，活动结束了，
小记者们乘大巴返回济宁，一
路上仍不减兴致，讨论着水浒
之旅的收获。

本报联合高新区共植公益林

5500余余户户小小记记者者家家庭庭
种种下下““希希望望树树””

活动现象，小记者们干劲
十足地种下了承载着自己希望
的小树苗，并还特意制作了一
张张手工卡片，许愿小树快快
长高。

栽好小树后，小记者们拿
出早已准备好的卡片，用绳带
把卡片挂在小树上。齐鲁晚报
小记者陈馨滢在卡片上写上

“快快长高”四个字，希望小树
苗茁壮成长。

“希望小树快快成长，长成
参天大树。”8岁的齐鲁晚报小
记者肖泽申很认真地说，他还
要常来看栽下的这颗小树，看
着小树成长。

经过大家一上午的努力，
小记者们望着自己栽的小树
苗，露出了开心的微笑，并挂上
了自己精心制作的、寄托着自
己成长祝福的手工卡片。

小记者的家长们纷纷表

示，植树是每个市民的义务，通
过本次活动，更多的市民得以
参与到护绿爱树的行动中来，
也为我们城市的绿化尽一份
力。

“让孩子在劳动付出中收
获成长的快乐，增强爱护大自
然、关爱环境的意识，很有意
义。”家长们说。

本报记者 于伟 孙帅

自制手工卡片

小记者为小树挂上许愿牌

小记者有板有眼
的为树苗挖坑。本报记
者 张晓科 摄

小树上贴上自己
的祝福卡片。本报记
者 张晓科 摄

花 絮

小小记记者者畅畅游游水水浒浒故故地地
“进了梁山寨就是好汉”

“快看‘山寨派出所’！”小
记者牛牛说。旁边的小记者给
他纠正：“这是梁山寨派出所，
你说错了！”两人在门口争论了
一番。

小记者们为了搞清究竟，
站好队听派出所所长讲故事。
梁山寨派出所所长胡新介绍，
梁山寨派出所成立于1982年，现
在看到的建筑全是当年建成
的，为了保留原始的面貌，30多
年了从没大规模翻修过。山寨
派出所的辖区就是水泊梁山风
景区，辖区内没有一个居民，所
里也没有户籍大厅等设置。因
为水泊梁山一直被老百姓称为
梁山寨，所以该所就取名为山
寨派出所了。后来被游客拍照
传到网上，“山寨派出所”更有
名气了。

30年来，梁山寨派出所主要
工作就是服务景区，以防火为
重点工作，每逢节假日也是派

出所最忙的时候。“今年大年初
一，由于免门票登山游客有12万
人，当地人有大年初一登山祈
福的传统，所以客流量巨大，梁
山县公安局增派警力和派出所
民警一起维护当天的治安、防
范工作。”山寨派出所所长胡新
说。

小记者们逐一参观了梁山
寨派出所的办公场所，他们来
到监控大厅，看到每一个显示
屏上显示的都是景区内的景
象，有的摄像头正对着山头，小
记者很是诧异。民警介绍这是
为了及时发现火情专门设置
的，整个景区的监控24小时专人
值守，一旦发现情况就能及时
处理。

了解了“山寨派出所”的故
事后，小记者对“山寨派出所”
并不山寨有了更深的认识。

本报记者 岳茵茵 孙帅
通讯员 李兆虎 侯波

“山寨派出所”不山寨

成立于1982年，保护梁山寨

小记者们水
浒寨里听快书。
本报记者 孙
帅 摄

小记者听民
警讲述“山寨派
出所”的故事。
本报记者 岳
茵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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