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孩子子备备战战诵诵读读大大赛赛，，全全家家人人一一起起阅阅读读

本版文/片 杨淑君 凌文秀 通讯员 杨阳

本报聊城4月13日讯 由聊城市文广新
局主办、中华水上古城和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承办的“中华水上古城·书香聊城——— 2016
少儿经典诵读大赛”报名已经截止，参赛家
庭正在积极备战。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家庭
因为孩子备战诵读大赛,每天诵读经典,全家
人都跟着读书,电视、电脑都很少打开了。

报名结束,大批家长开始陪孩子备战诵
读大赛,期待孩子能在大赛中收获成长、爱上
经典、更爱读书。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从
《三字经》、《弟子规》到《满江红》、《木兰从
军》,报名的小朋友们吟诵着备战。很多家长
为都在读小学的两个孩子一起报名参赛,还
有爸妈准备带着两个孩子甚至还有孩子的
祖父母一同到现场参与比赛。很多家长也透
露,孩子在家准备诵读篇目的同时,全家人都
跟着动员起来,一起诵读经典,帮孩子体会其
中意境。

“孩子参加比赛,也提高了我们全家人的
读书热情。我们家现在是老少齐上阵,一起诵
读经典。”一位报名的家长称,孩子已经准备
了三篇经典诵读篇目,“参赛时选择哪一篇不
重要,拿不拿奖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最近
几天来每天诵读,我们会鼓励孩子持续诵读
经典、热爱阅读。”

知书达理,从背国学经典做起。一位参赛
小学生说,很高兴能参加诵读比赛,诵读过程
中使自己知道了古人的情怀、感受到文学经
典的意境。

今年的4月23日是第21个世界读书日,本届
大赛旨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传承经典文化精
粹,弘扬传统文化,贯彻落实全民阅读精神,进一
步在聊城小学生中深入普及阅读,培养学生的
阅读兴趣,形成从小阅读的良好习惯,从而提高
整体阅读水平,努力营造书香校园。

此次比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比赛
地点设在古色古香的中华水上古城内。日
前，中华水上古城正按照确定的打造“故事
聊城、微博之都、养生福地”的发展定位，完
善景区设施，深挖文化内涵，古城内的卫仓、
七贤祠、契约文化博物馆、老照片博物馆等
景区景点、博物馆正陆续开放。

大赛设一等奖2名，各奖励800元助学奖
金、获奖证书；二等奖4名，各奖励400元助学奖
金、获奖证书；三等奖6名，各奖励200元助学奖
金、获奖证书；优秀奖若干，颁发荣誉证书。

从1865年之前拍摄的聊
城最早的纪实摄影照片，到
古城保护与改造之前摄影家
们抢拍留下的珍贵资料，展
现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成
立后各个阶段聊城的生产生
活状况……古城西北角楼，
聊城老照片博物馆陈列的众
多老照片，见证了聊城的岁
月变迁。

“与其他形式相比，影像
这种记录方式最为直观，也
最为真实。”林虎说，随着城
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聊城的
面貌日新月异，但不可避免

地带来的一个遗憾是，很多
老城记忆的符号也在消失。

“建设这样一个博物馆的好
处还在于，本地人能在这里
找寻记忆，外地人能在这里
感受聊城发展进程。

早在2000年甚至更早，林
虎就在有意识地收集有关聊
城的老照片，照片内容丰富多
彩，都无一例外地见证了聊城
的岁月变迁。此外，不少好友
乃至未曾谋面的市民送来的
老照片，也让人大喜过望。

如今展览的照片，从清
末民初开始，分别以民风、社

情、事件和人物为主线，构画
出不同时期特定场景下的精
彩瞬间。徜徉在这些时光碎片
里，会不时有岁月风雨叩击心
灵的感受。

除了照片，博物馆里还陈
列着很多老式相机和胶卷、底
片。林虎自己收藏的几张玻璃
底片，依然成像完整。

博物馆有一些颇为珍贵
的照片资料。

“这是1865年之前，傅家
从北京请人来拍的一张照片，
不仅是当时聊城的第一张照
片，也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

照片之一。”指着博物馆门口
一张放大的老照片，林虎对记
者说，照相技术传到中国是在
1855年前后，这张照片距此不
过十年。在那个年代，相片还
是奢侈品。

分外引人注目的还有一
组当年加拿大传教士威廉·史
密斯来聊城传教的三年内，在
阳谷、莘县、东阿、寿张、东昌
府等地拍摄的名胜古迹、风土
人情、婚丧嫁娶、生产生活场
景的照片，这些照片真实地记
录了当时的聊城，现在看来，
特别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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