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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太老了大家都不愿意看

小学生自编自画课外书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常学

艺) 因条件有限，武城县武城镇
中心小学的学生只得自编自画
图书，互相传阅。9日上午，记者
采访了解到，该校图书馆中的图
书多为1996年购置，时代性较
差，学生不爱借阅，老破旧的图
书成了摆设。

武城县武城镇中心小学是
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1400余
人，学校有两个图书室，七成藏
书为1996年购置。9日上午10时，
记者在武城镇中心小学图书室

看到，图书整齐地摆在书架上，
上层落满灰尘。“这些都是1996
年购置的书籍，大约有1万多本，
占学校全部图书的七成多，因为
年代久远，没有了时代性，学生
不愿意读，也不适合她们读了。”
校长刘国锋说，图书馆基本不开
放，老的书籍也就很大程度上失
去了价值。

刘校长告诉记者，学生可读
的图书量本来就不多，作文选又
占去三成多。“作文选有很多也
都是别的地方捐赠的。”刘校长

说，为扩展学生的知识范围，学
校会规定主题，让学生们写自编
书，完成之后相互传阅，分享感
受，以缓解图书少的问题。

记者在该校的一间阅读室
看到，学生的自编书和手写画占
了大部分。“我们经常在这个地
方看别的同学写的东西，看完之
后会交流。”六年级的林燕如说。

六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告诉
记者，学校没有充足的书供学生
阅读，学生们会拿出自己的书共
享，但学生的书也并不多。“这本

作文是我五年级时，妈妈给买
的，很少有别的课外书。”六年级
三班的卢云瑞说。

据了解，武城镇中心小学
是2001年搬到新教学楼，因学
校空间有限，一二年级的学生
就暂时留在了旧校区。“现在那
边有 2 0 0多名学生，没有图书
室，大部分学生都是以看教科
书为主。”刘校长说，他也想给
学生更好的读书环境，但是因
为资金需求很大，学校购置图
书比较困难。

外地西瓜打“黄河涯”牌
正宗本地西瓜本月下旬上市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王金强 ) 10日，记者了解
到，德城区黄河涯镇的西瓜
到本月下旬才上市，但很多
外地西瓜到德州后喜欢打

“黄河涯”牌。
“这是正儿八经的黄河

涯西瓜，甜得很。”在德城
区育英大街，一名瓜贩说。
在青年路的几家水果店，
老板推销西瓜时也纷纷打
起了“黄河涯”牌。黑马批
发市场，零星卖西瓜的几
个摊位上，瓜贩也坚称瓜
是黄河涯产的。

在黑马批发市场，常年
从事西瓜批发的尹师傅说，

他这几天进过来的瓜，都是
从济阳运过来的。这个季节
的瓜一般是聊城、河北故
城、济阳的西瓜。

青龙街上卖水果的张
女士说，她店里的瓜是从果
品市场进货的，一共有两
类，一类是海南运过来的
瓜，还有就是本地瓜。

黑马批发市场的瓜贩
说，现在西瓜销量不错，平
均每天能卖五六百斤。记
者了解到，根据品种不同，
西瓜零售价往往能卖到2
元到2 . 5元/斤，批发价一
般在1.8元左右。

为何外地瓜频打“黄河

涯西瓜”牌呢？德州市蔬菜
办公室 的 孙 保 卫 告 诉 记
者，现在市面上的西瓜一
般都是大棚西瓜，德州本
地的德城区黄河涯镇、禹
城市市中办、齐河县的祝
阿镇等主要西瓜产地的西
瓜，以小拱棚栽种为主，还
要过几天才能上市。

黄河涯镇副镇长叶兰
祥告诉记者，黄河涯是老黄
河故道，沙土土质种出来的
西瓜糖分多，这个地方的
瓜比较甜，深受市民喜欢。
今年，黄河涯镇种植西瓜
近万亩，将在5月20日前后
全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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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捐赠赠图图书书 奉奉献献爱爱心心
本报“张刚大篷车”发起图书捐赠活动，爱心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均可参与，可以捐书，也可以提供爱心资金，我们将把所有资金全部购买图书捐赠给武城镇中心小学。

书籍和钱款可送至德城区湖滨中大道广川宾馆贵宾楼四楼《齐鲁晚报·
今 日 德 州 》编 辑 部 ，联 系 电 话 ：
13153480003，0534—269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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