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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电子产品、旅游都紧盯考生

“两考”烤热“考经济”
文/本报记者 李沙娜

食品安全进课堂

参观张窝小学有感

传递爱心送去温暖

采访中的我不禁被怔住

难忘的农村学校之旅

一次有意义的采访

他们让我感动

在一场考试结束后很多发传单的人涌向前向考生发传单。
本报记者 郝文杰 摄

培训班抓住机会招生

“两考”期间直接针对学生的培
训班都开始行动起来。在高考期间，
记者在胜利一中考场外发现，许多
培训班进行传单宣传的同时，还设
置了展示位，通过免费赠送矿泉水
或者小扇子等提供服务的方式来对
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一家招收复
读生的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高
考期间在考场外的宣传是最直接
的，所以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11日上午9点左右，记者在东营市

一中的中考考场外发现，许多发传单
的人早已在考场外开始了“工作”，每
位陪考的家长手里也都拿着厚厚的
一沓传单。从8点左右就在考场外等待
的李先生手里已经拿着刚接到的各
类传单，“发传单的人很多，内容都与
学生暑假安排有关，像暑假培训班、
新高一入学辅导班、暑期衔接班等。”

商家传单宣传大放价

在“两考”期间，不仅培训班抓
住宣传的机会，各大商场、电器、电
脑、手机等专卖店也铆足了劲进行

“大放价”的宣传。
在考场外宣传的一家电商场的

宣传单上写有：凭准考证购买手机、
数码、电脑产品可享受现金直降。”另
外，还有的电脑专卖店直接将各省招
办联系方式”与相关电脑的降价消息
印在传单上进行宣传，另外还标有

“凭应届高中毕业证、准考证、录取通
知书有效证件到专卖店可享受购机
优惠，同时可领取赠品。”

同时，还有的品牌服饰、饭店、出
国留学机构等都以“祝考生金榜题
名”的方式出现在考场外进行宣传。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
李沙娜 通讯员 张志

新 ) 6月11日至17日被确
定为今年的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宣传主题为“共建
诚 信 家 园 ，同 铸 食 品 安
全”。为了让师生吃得满
意、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东营区实验学校各班组织
了食品安全教育课。

“原来这些食品有这么
大的危害呀，以后我是说啥
也不吃了，太可怕了”，五年

级二班学生王晓霞课后惊
恐万分地说道。

据了解，学校利用橱
窗、校园广播站等播放宣
传，让孩子们树立起严格的
食品安全观念。“食品安全
教育课”上通过给学生们播
放“新闻调查”“焦点访谈”
等有关食品安全的视频，让
学生们亲眼目睹“黑作坊”

“小工厂”的生产过程，让学
生如亲临其境、亲身感受食
品卫生安全的重要。

高考刚刚结束，中
考也将至尾声，11日，记
者在东营城区的中考考
场外发现，与高考考场
外一样，考场外的家长
及走出考场的考生不断
接到接踵而来的传单，
培训班、电脑降价、电器
现金直降…传单的内容
都尽可能地与考生们扯
上了关系。

自从去过张窝小学后，我的心就
一直不能平静。

那天下午，我来到利津镇一个偏
远的小村庄里，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学
校里的建筑十分简陋，每间教室都是
平房。走进教室后，我不由地惊呆了，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们的讲桌，竟
然是用砖块垫起来的普通方桌。

离开教室，我们走进齐鲁晚报为
张窝小学所建的爱心图书室，在图书
室里的墙上贴着一些发黄的旧纸和几
幅画。这间不大的阅览室里只有5个木
质书架，大约几千册图书。书架上放着
防虫的花椒包，书架下面放着防潮的

石灰。
张窝小学的小学生们虽然衣衫简

朴，但都很开心。我们交谈了一会儿，
了解到张窝小学的大部分同学课外书
很少，不过有了爱心图书室后，他们能
在这里读书，感到很开心，知识面也拓
宽了不少。

相比之下，城市小学生的家里和
学校里的书籍有很多，种类又丰富。我
们应该捐一些自己看过的书，给这里
的小伙伴们，哪怕每个人只捐一本。这
份爱心一定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品味到
书香。 东营实验学校 武筱语 指
导老师 刘庆川

5月31日，我与《齐鲁晚报》的小记者
一起来到了利津县张窝小学，那里的课
桌很旧很脏；玩的东西是挂在两棵树之
间的秋千；年级高一点的(只有一到四年
级)就在用砖垒起来的球台上打球。

起初我们还很腼腆，在阅览室里也
很安静。我的一个问题打破了这种宁静：

“你们都喜欢读什么书？”，在我面前的一
位男同学说：“我喜欢读《三国演义》！”

过了一会儿，校长带我们去参观他
们的图书室。只见那不大的，已有些破旧
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书架
顶上还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爱心图

书。可见，这是山东各地的好心人为他们
捐的书，这是好心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啊！
这些书里包含着他们的爱心。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现在回想
那些笑脸，我的心里不禁感慨道：只要人
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
间。我们奉献一点儿爱心就能换来别人
一个幸福的微笑，我们献出一本书就能
为别人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让我们携
起手来帮助贫困的学生，让教育变成一
片生机勃勃的热土！

东营市实验学校 宋子昊 指导教
师 罗超

作为齐鲁晚报的小记者我很高兴再
次出发，开始对农村学校爱心图书室的
采访。

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了
目的地。刚一下车，我不禁怔住了，这所
学校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教室只是3座
矮矮的平房，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从里
面传来。

学校的薄校长带领我们先参观了张
窝小学的图书室。薄校长告诉我们：学校
的条件十分艰苦，自从齐鲁晚报张刚大
篷车给学校捐书后，同学们的课外书有
了来源。

张窝小学的教室里最醒目的就是爱
心图书角，每一间教室都是这样。他们尽
管条件艰苦，可教室里一尘不染。

采访完，我颇有感受。在大城市里生
活的孩子，家庭条件基本都不错，什么书
都能看到。可那些乡村里成长的孩子，他
们没有书读，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们把一
张张纸看得那么重要。同学们，不管多富
有，我们都要养成节约、环保的好习惯，
省下钱来去救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不好
吗？

东营实验学校 窦易初 指导教师
聂云婷

作为《齐鲁晚报》小记者来到利津
县利津镇张窝小学探访了爱心图书室
的投入使用情况。

这是一所占地面积不大的学校。几
间小小的平房是小学生们的教室；一小
块长满杂草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操场；一
片小小的竹林中有几个麻绳编的秋千
和一个小小的滑梯就是他们的娱乐场
所；三四座用石头砌成的乒乓球台就是
他们唯一共有的运动场地。

刚开始我有点儿小小的紧张，我鼓
足了勇气问一个小女生：“《齐鲁晚报》
的叔叔阿姨给你们捐书你们高兴吗？”
她说：“高兴。”

薄校长又把我们请到隔壁的图书
室。我仔细地观察了其他图书架上的图
书，有很多已经泛黄。

我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演唱的
英文歌曲《proud of you》赢得了热烈的
掌声。我和窦易初用长笛演奏了两首曲
子，同学们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采访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张窝小学，张窝小学的同学们也不舍
得我们离去。我希望他们能读到自己喜
欢的书籍，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拥有
充实而快乐的童年！

东营实验学校 谷一 指导老师
谷强

5月31号下午，我们《齐鲁晚报》的
小记者再次出发，踏上了去利津张窝小
学采访的路程。

车子在路上疾驰，我们一群人有说
有笑，谈论着怎样做采访，大家不约而
同地在本上记录下要采访的问题。齐鲁
晚报记者与爱心人士一起将1000多册
爱心图书送给这所农村小学，建立了东
营第一所张刚大篷车爱心图书室。我们
这些小记者今天要亲身感受一下农村
小学的环境，采访一下这里小学生的学
习生活及读书情况。

全校只有一至四年级，每个年级只有

一个班。校长带领我们参观了学校，先去了
学校新建的阅览室，阅览室里有好多书。

我们又来到四年级教室里，这个班共
有24名学生。一会我就跟一个叫高梦雨的
同学成了好朋友。她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读
书，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狮子王》。

通过这次活动，我懂得了要好好珍
惜现在的生活，农村的孩子就没有我们
这么好的条件，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爱惜图书，做一个有爱心的孩子，多
去关注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东营市实验学校 王孜月 指导
教师 张伟军

“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们《齐鲁晚
报》的小记者来到了利津县利津镇张窝
小学，我们提前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同
时并进行采访。

薄校长领着我们参观了爱心图书
室，校长告诉我们：原来适合学生读的
书不多，自从建立了爱心图书室，同学
们可以大量地阅读自己喜欢的书了。为
了方便同学们阅读，各班都建立了爱心
图书角，班主任每周从图书室借一部分
书籍放到爱心图书角。

我为他们这种对书的渴求感到欣
慰。相比之下，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条件

好的孩子，读的书反而并不多，有些同
学甚至把读书当作一种课业负担，看成
一种枯燥无味的事情。

参观完后，我们参加了他们提前庆
“六一”文艺演出，有舞蹈、英文故事、唱
歌等等。我们也给他们表演了一些节
目，如唱歌、舞蹈、吹长笛等。

我感觉这一天的收获很多，内心
也感到无比的快乐，我想我还会回来
的，那时我会带来更多的伙伴和图
书。

东营市实验学校 徐敬涵 指导
老师 聂云婷

本报小记者

采访展示秀

“六一”前后，本报张刚大篷车爱心图
书室在东营正式成立，同时，《齐鲁晚报》
的小记者们也走进爱心图书室，不仅在农
村学校感受到了爱心图书室对农村娃带
来的“高兴劲”，还以小记者的身份进行了
采访，他们都希望爱心会永远传递下去。

本报记者 李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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