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百市民喜摘樱桃满载归
年纪最小的参与者才11个月大，是本报采摘游的忠实“粉丝”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韩杰
杰 李涛)19日上午，由本报组织
的“ 欢 乐 采 摘 游 ”相 约 百 泉 之
乡——— 安丘市辉渠镇水润道村摘
樱桃活动如期举行。来自潍坊城
区、昌邑、安丘等地近二百名市民
参加了摘樱桃活动，大家拎着水
桶、挎着竹篮纷纷上树采摘，摘得
一片欢乐幸福。

本报采摘樱桃消息刊发后，
很多市民打来电话咨询采摘事
宜。在报名过程中，出现很多熟悉
的面孔，很多市民曾经参加过本
报组织的采摘草莓活动。

19日早上距离集合时间还有
半个多小时，就有参加采摘樱桃
活动的市民来到报社楼下集合等
待出发。领取车贴、路线图，八点
大家准时出发。近二百市民，驾乘
40余辆汽车，一路浩浩荡荡，向樱
桃采摘地进发。

上午十时许，沿着蜿蜒的盘山
路，大家来到水润道村。下车后，大
家纷纷拎着水桶、挎着竹篮、提着
方便袋，直奔樱桃园，一边采摘一
边品尝。一些年轻人爬上樱桃树，
采摘枝头新鲜红润的樱桃。

在摘樱桃过程中，记者发现除
了年轻的情侣之外，还有不少市民
是带着小孩来采摘的，年龄最小的
参与者潘广然才11个月大。他的妈
妈洪希文告诉记者，孩子一直待在
家里也闷得慌，虽然孩子还不会走
路，借这个机会，让孩子出来看看
绿色、透透气，很好。

洪希文说自己是广州人，以
前只在超市买过大樱桃吃，第一
次见成片的林子感到很震撼，来
参加采摘游后也知晓了果农的不
容易，参加这类活动很有意义。洪
希文说，潘广然前不久还跟亲人
参加过本报组织的草莓采摘游。

中午十二点左右，大家的器
具中装满了胜利的果实，满载幸
福与欢乐而归。

记者了解到，樱桃成熟期
早，有早春第一果的美誉，号称
“百果第一枝”。62岁的果农杜
柏林介绍，樱桃3-4月开花，5月
结果，树高可达7、8米。樱桃算
得上较为绿色的水果，因为其成
熟期早，不少虫类还没开始活
动，开花后不使农药，摘下来就可
以入口。

头次见樱桃树，小家伙们撒了欢

“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

樱桃园中，给大伙儿带
来最多乐趣的当属小家伙
们。他们童言无忌、精力充
沛，给大人们带来了很多欢
声笑语。

“我要自己摘，自己摘
得格外甜！”今年才八岁的
于简宁小朋友俨然成了“顶
梁柱”。只见他利索地爬到
樱桃树上，只挑个大色红的
樱桃摘。实在摘不到，就将
樱桃枝压低，让爸爸妈妈在
下面摘。不足半小时，一家
三口就摘了大半箱。

由于部分樱桃树老枝断
裂，小简宁不小心被刮到，皮
肤略微往外渗血。他妈妈既
心疼他被树枝刮到，又心疼
他满头大汗，一直劝他下来
歇歇，他小大人似地说：“我
摘得格外甜，我要多摘些给

姥姥吃！”虽然年纪小，但人
小鬼大的他很快就总结出了
摘樱桃的经验。他说，个大的
不一定甜，但色红的一定很
甜，樱桃上带青色的一般比
较酸，轻轻一碰就从把上掉
下来的樱桃最甜。

他妈妈有些无奈地笑
道，平时在市区不能爬树，
现在他可是爬个够了！

五岁的韩君华小朋友
也是第一次进樱桃园，刚开
始时还有些拘谨放不开，熟
悉之后就成了全家的“军
师”。只见他站在树底下，

“指挥”着妈妈哪里樱桃最
多。不时还从低矮处摘些樱
桃品尝。他说，以前都不知
道樱桃树是这样，挺神奇
的，“这次玩得很开心，吃得
也很开心”。

小伙子进园半小时就直喊累

“摘樱桃可真不是个容易活”

与刚进园时的兴奋感
相比，半小时后，人们普遍
有了疲态。

“真不是个容易活儿，
摘了不一会儿胳膊就酸
了。”王小彭今年24岁，这是
他第一次进樱桃园。他说，
以前以为樱桃挺好摘的，来
了才发现这么费劲。樱桃树
高的有六七米，摘樱桃的时
候，得一直昂着头，伸着胳
膊，顶上的樱桃甜是甜，怎
么伸长胳膊也够不到，举着
钩子钩树枝，举一会儿就累
了，可见果农真的是很辛苦
啊。

他说，摘樱桃这个活儿
一个人干不了，在树底下往
上看有不少红樱桃，爬上去

被树叶一遮，就看不到几个
了。他都是跟女朋友分工合
作，他爬到树上后，女朋友
指挥着他摘，或是他压着树
枝，女朋友在下面摘。

记者从果农处了解到，
摘樱桃不是个简单活儿，一
个人一天摘樱桃约百斤。果
农还建议采摘游客，摘樱桃
时，最好连把儿一块摘掉，
一方面放在盒子里有空间，
不易压坏樱桃，另一方面留
下的把儿会继续吸收水分，
影响樱桃生长。此外，摘樱
桃时不要折断树枝，树枝折
多了会影响樱桃来年的产
量。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李涛

一岁六个月大的尚帏宁小朋友开心
地吃樱桃。

合合作作““作作战战””。。樱樱桃桃好好吃吃却却难难摘摘，，不不少少市市民民采采取取合合作作的的方方式式摘摘樱樱桃桃。。

“留住城市的根，融入城市的魂”

20名专家“把脉”潍坊历史传承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韩杰杰)17日，20

位文史专家、教授齐聚齐鲁文化古玩城，以
“留住城市的根，融入城市的魂”为主题举行
了一期历史文化传承发展论坛，就潍坊城市
化浪潮中的历史文化传承问题建言献策。

17日上午8点半，别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
承发展论坛在齐鲁文化古玩城举行。该论坛
以“留住城市的根，融入城市的魂”为主题，邀
请20位文史专家、教授、爱好者就潍坊城市化
浪潮中该如何传承、发展历史文化进行探讨。
参加论坛的人士年龄多半在60岁以上，年岁
最高的已82岁，在业内都较有发言权，有的出
过10几本著作，有的从事文史研究数十年。

在不少文史学家看来，近些年，潍坊文史
挖掘、传承越来越受重视，但是某些方面做得
还不够。于家干认为，留住潍坊的根，需要建
立长效机制。阚龙山提出历史文化传承，社会
引导少不了，必要的时候，潍坊文史可以编做
课程进学校。李秋之则提出，历史文化传承，
不应只由民间来做，也需要企业参与进来。

会议最后，齐鲁文化古玩城艺术总监唐
朝提议，为将论坛继续做下去，给文史爱好者
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倡议成立潍坊历史文化
研究沙龙。他说，对于文史，老人喜欢的多，年
轻人知晓的少，若成立沙龙，爱好者可以定期
组织会议进行交流，同时也可以开设历史大
讲堂，让更多人了解潍坊的历史文化，进而喜
欢，保护。在与会者的口头同意下，该沙龙成
立，并定下下一期的主题为“探讨古建筑保护
和传承”。

阚龙山：

文化要传承，精神更要传承

阚龙山说，前一阵有件
事情让他感触颇深。他女儿
买了套家具，用了没多久就
出现了脱皮、掉螺丝的问题。

“历史上，潍坊的木
器、木工是以质量好、做工
细致而闻名的。”他说，记
得早时候的家具都是囫囵的

一个，利用凹凸槽插起来，
一个钉子都不使，用上百八
十年没有问题。现在的一些
家具，好看倒是好看，就是
不耐用。“传承历史文化很
重要，同样重要的还要将那
个时代好的技艺和精神传承
下来。”

听听嘉宾怎么说

付生：

城市开发要有文化担当

付生说，这些年他亲眼目
睹了很多古建筑的拆除工作，
如白浪河上的小石桥拆除。

他说，因为觉得很可惜，
当时他跟有关部门反映过多
次，希望能保留下小石桥，但
最终也没能留住，很可惜。还
有一些老建筑，因为开发，最

终遭到破坏。
他认为，城市建设与文物

保护并不违背，相反，一个地
区的文化底蕴浓厚了，有历史
积淀了，对该地区的城市建设
还是有好处的。在他看来，一
座城市必须要有文化梦想，城
市开发要有文化担当。

张黎明：

历史容不得杂质

张黎明提出，文史资料和
民间的一些传说、谚语故事要
分开。文史资料要以历史事实
为依据，历史容不得杂质。

前一阵，他拿到一本历史
材料，发现封面上拍的是奎文
门，却标明是潍坊门，让他很
纳闷：历史上没有潍坊门这个

称呼啊。最终，他致电相关部
门，将这个错误进行了改正。

他说，专家们、编委们
出版刊物时，要再三审查、
论证，刊物发表后，发现错
误也不要掖着藏着，要及时
改正。这样，历史才能真实
地传承下去。

徐靖国：

文史应让实物来证明

徐靖国说，潍坊民间尚有
大量的地方史料有待挖掘。

瓷器、玉器、字画等等，这
些传统的收藏品，人人都知道
有升值空间，都在珍藏或流
通，而许多记载，厘正历史的
一本书或一片纸，却不被重
视，现在一些方志、史料中错

误百出，为什么？就是不见实
物，以讹传讹。全凭传说或老
人的记忆，这样写下的历史不
够准确，历史还是要让事实来
证明。事实在哪里？白纸黑字，
在第一手资料里。所以说，考
证历史，文史资料收集工作很
重要。

●采摘游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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