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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湖北极阁门前青石坡道留下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孩子屁股把石坡磨成滑梯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本报10月16日讯（记
者 穆静）王官庄街道十
区社区居委会有个老年京
剧团，成员只有十余人。虽
然成员少，但在16日社区
迎重阳表演中，14个节目
中有10个节目均为老年京
剧团成员表演，就连配乐
也是京剧团成员亲自出
马。不少前往观看的居民
竖起了大拇指：“咱社区的
老年京剧团真是太棒了。”

16日上午9点半，在十区
社区居委会二楼活动室，社
区迎重阳联欢会正式开始。
一首京歌合唱《党啊，亲爱的
妈妈》赢得阵阵掌声。接下
来的《红灯记选段》、《智取
威虎山》、《三娘教子》以及
京剧联唱，唱腔悠扬，声情
并茂，观众不住地叫好。而
舞台另一侧，老年京剧团的
三位琴师则拉起京胡、京二
胡和月琴来现场配乐。

据十区社区居委会主
任杨淑琴介绍，这次迎重
阳的表演一共有 1 4个节
目，其中10个节目为京歌、
京剧，而10个节目的表演
者则全部来自社区的老年
京剧团。

69岁的郭联仲是京剧

团的发起人，现在是京剧
团的琴师。郭联仲告诉记
者，从准备节目到现在，共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排练
了3次。“不少节目我们都
轻车熟路，稍加排练就能
上台表演。”

据郭联仲介绍，京剧
团2003年成立，刚开始时
在十区社区居委会旁的大
众广场练习，3年前挪到
居委会活动室。

京剧团的成员也十分
抱团，谁家遇到不顺心的
事情，另外的成员都会尽
力给以帮助和心理安慰，
另外，京剧团也十分欢迎
想要加入剧团的居民。居委
会主任杨淑琴告诉记者，以
前社区有位居民精神状态
不好，经常在小区咋咋呼
呼，但十分喜欢京剧，经常
到京剧团凑热闹。京剧团没
有排斥他，反而接受了他，
认真教他唱京剧，现在他
的病情也好多了，家人到
京剧团登门拜谢。

“老年人之间更需要相
互之间的支撑和安慰，特别
是对于有疾病的人，不但不
能歧视他，而更要尊重和接
受他。”郭联仲告诉记者。

两道石滑梯，

串起三代人的童年记忆

老两口守着小孙子，孙子一次次
从石滑梯上溜下，而爷爷奶奶一个守
在上头，一个守在台阶之下，生怕兴高
采烈的小孙子有什么意外。

在大明湖畔北极阁下，年逾七旬
的两位老人伴着幼小的孙儿玩耍，孙
儿每次兴奋的喊叫总会让两位老人绽
开灿烂的笑容。

“我小时候就经常在这儿玩，滑了
好几辈子了。”看着滑梯上的孙儿，爷
爷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现在来玩的
小孩少了，我们那时候成群结队地往
这儿跑。”

滑下来的孙儿总想再沿滑梯爬上

去，但奶奶看在眼里立马阻止了，“孩
他爸小时候能从下边沿滑梯一溜跑上
去，那时候还没这么滑，现在不行了。”

“小时候每周都会去的，那时候滑
梯上还没有装上铁杆，滋溜一下从顶
滑到底。”不少市民回忆起在那两道石
滑梯上度过的童年，都难掩兴奋。

不知何时，两道滑梯上安装了铁
制缓冲带，而如今，即使铁杆也已被磨
得锃亮了。

滑而不平，

用屁股磨出的石槽

站在北极阁门口，两道青石坡道
从七八米高的平台上斜穿30多级台阶
到底，有十来米长。与久经风雨而略显
沧桑的青石台阶相比，两道石滑梯被

磨得锃亮，每道石滑梯上两道深深的
凹槽更是让人惊奇，而这要归功于数
不清的孩子们的屁股。

“滴水穿石不容易，用屁股在石头
上磨出几道石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年近七旬的隋浩老人笑着说，他
也曾为这些石槽做出过“贡献”。“世世
代代在这儿滑，谁知道滑了多少年了，
我小的时候凹槽就已经有了，但还没
这么深。”

始建于元代，而后几经重修，北极
阁的历史曲折坎坷，而不变的则是门
前这两道被孩子们“占领”的滑梯。

游船靠岸，外地来的游客一路走
来拾级而上，脚边的滑梯也让他们亲
切而又惊奇，“小时候也是在这种石坡
上滑，但还从没见过被屁股磨出槽沟
的！”

迎重阳节，王官庄街道十区社区居委会：

十几位老人撑起一台戏坐落于大明湖北岸、建于高

台上的北极阁被称为济南现存

最大的道教庙宇，门前36层台阶

上，两道光滑的青石坡道成了孩

子们的滑梯。对很多济南人来

说，两道石坡滑梯串起数代人的

童年记忆。

经历几代人屁股的摩擦，石
滑梯上出现深深的凹槽。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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