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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让让学学生生了了解解生生产产历历史史 学学校校花花三三年年时时间间向向社社会会征征集集

111999999件件件农农农具具具搭搭搭建建建
“““农农农俗俗俗博博博物物物馆馆馆”””

文/片 本报记者 孙翔 孙国祥

老农具派上新用场
21日上午，记者来到于河街办实

验中学，在学校食堂旁边的一间房子
里，各种老式农具琳琅满目，老式的
煤油灯、鞍子、耙、纺车等生产工具
依次陈列。校长刘全树告诉记者，学
校利用地处农村的优势，从2010年开
始对这些老式的农村生产工具、生活
用具进行征集，目前共征集到农村生
产工具153件、生活用具46件，于近

日建成了这个“农俗文化室”。
据了解，这些生产和生活用具都

已经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实生
活中已经很难见到它们的踪影。当天
上午，十几名学生来到“农俗文化
室”参观，她们告诉记者，这里的大
部分农具她们都叫不出名字，也不知
道它们的用处和发展历史。

刘全树表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农

村城镇化的加快，旧时农村的印象在人
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化，那些祖父辈曾经
用过的带有浓浓乡情的农村生产工具、
生活用具或许多年以后就不见踪影
了。作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如何充
分挖掘并发挥好这些退却的生产工具
和生活用具的价值，很值得我们思
考。学校希望通过这个文化室让学生
们都有机会了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年时间建成民俗文化室
刘全树介绍，学校从2010年开始

征集农具，建设这个“民俗文化室”
用了近三年时间。

他表示，学校里专门印发了搜寻
即将消退的农村生产工具、生活用具
的通知，发动学校，自2010年以来利
用暑假、寒假连续开展“我参与、我
快乐”——— 搜集整理农村消退的生产
工具和生活用具实践活动，引导学生

利用走亲访友，查书籍、找实物、听
讲解，多渠道搜寻各类农村生产工具
和生活用具，增长见识。有的学生竟
然找到了十几件器具。开学后，先期
进行摸底登记，然后逐步筛选造册，有
针对性拿出征集方案及征集内容。对
摸底登记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按
耕具、管具、收具、泥瓦匠用具、木匠用
具、铁匠用具、日常生活用具分类造

册，耕具类包括旧时常见犁、耙、镐、耘
锄；管具类有喷雾器、轱辘、水笼带、水
车；收具类有镰刀、谷围、簸箕、木锨、
石磙、脱粒机、石磨；日常生活用具有
压水井、水瓢、针锥、缝纫机、汽油灯、
水缸、竹水瓶、八仙桌等等。

征集活动得到众多村民的支持，
文化室中的磨盘、碌碡都是村民用三
轮车运来。

很多农具是家长捐赠
当天上午，初中二年级的十几名

学生到“农俗文化室”参观了老式农
具。学生们东瞧瞧西逛逛，对这些陌
生的农具很感兴趣。她们告诉记者，
其中的很多农具是同学的父母捐赠
的，大部分农具她们还是第一次见
到。

66岁的王景华是这个“农俗文化

室”的讲解员。他说，学生们会定期
前来参观，对这些老式农具都比较陌
生，通过讲解，让学生们了解这些农
具的名称、用途和历史。副校长王兆
友也表示，这个展室很受学生们欢
迎，学生们在历史课和语文课上接触
到的知识在这里可以有所体现。对于
很多教材中提及的生产工具，学生们

可能没有概念，那他们到“农俗文化
室”一看就一目了然。

在“农俗文化室”参观的8年级2

班学生王颢然告诉记者，通过参与征
集活动，了解到祖辈们的生活生产方
式，感悟到了历史变迁的过程，看着
这些农具，也让大家体会到祖辈们的
艰辛。

纺车、马灯、石臼、碌碡……这些老式农具已经逐渐退出大众视线。近日，
潍城区于河街办实验中学用向农村居民征集了199件生产和生活农具，建起了一座
小型“老式农具博物馆”，让学生有机会了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

网络交易日益盛行抢走市场

节后礼品回收生意挺冷清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董惠)往

年中秋节过后，原本是礼品回收的高
峰期。但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礼
品回收店了解到，今年节后的礼品回
收市场却显得有点“冷清”，生意相
比往年得少了近一半，多数店老板不
住感叹生意越来越难做。

21日下午，记者来到城区福寿街
上的一家礼品回收店。刚走进店内就
看到，店老板在无聊地玩着电脑，因
店内没有任何顾客，显得些许冷清。

对于记者的到来，店老板热情地询问
着。在得知记者想询问今年节后礼品
回收情况，店老板原本热情的脸上一
时间变得有些无奈。谈及节后回收市
场遇冷的原因，该老板也无奈地说，
“今年生意确实出奇的冷，可能跟大
经济环境不好有关”。

当日，记者还连续询问了城区的
多家礼品回收店，谈及今年礼品回收
行情，大多店老板也均是面露难色，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你看看都没

个人”，在福寿街与潍州路附近的一
家回收店老板告诉记者，过节后到现
在，他总共做了两笔生意。

记者登录58同城等论坛网站也发
现，不少市民选择网上进行礼品转让
交易，而且转让商品种类繁多。市民
于女士就在网上“高价求购各种购物
卡、加油卡等礼品”，并张贴出联系
方式。对此，不少市民也表示，一些
实体礼品回收店开出的价格自己不满
意，因而选择在网上交易。

56艘赴朝鲜东部海域

渔船归来
主要捕捞鱿鱼，实现产值6000余万

本报 1 0月 2 1日讯
(记者 韩杰杰 通讯
员 陈瑞香 来蕾 )21

日，记者从潍坊市海
洋与渔业行政执法处
获悉，潍坊市56艘赴朝
鲜东部海域作业渔船
已全部返回国内，主
要捕捞品种为鱿鱼，
共实现产值 6 0 0 0余万
元。

通过层层审核把
关，潍坊有56艘渔船今
年7月赴朝鲜东部海域
进行捕捞。为避免涉
外违规事件的发生，
今年强化了涉外渔船
管理包保责任制度，
并实行远洋渔船编队
生产和船位日报告制
度，实施全方位动态
监管。在申报阶段，
对有违规记录的渔船

一律取消申报资格。
目前朝东远洋渔业项
目已经顺利结束，渔
船满载而归。据悉，
朝鲜东部海域渔业资
源尤其是鱿鱼资源丰
富、开发潜力较大，
且该海域距离山东省
较近，加上作业条件
与近海相似，适合大
马力渔船作业。

从 生 产 情 况 来
看，56艘渔船主要捕捞
品种为鱿鱼，按照鱿
鱼价格每吨1 . 3万元左
右估算，对船一般的
产量在130吨左右，产
值在160万左右，产量
最高的在180吨左右，
产值在230万元左右。
此次共完成全市远洋
捕捞产量4920吨，实现
产值6396万元。

练练练练胆胆量量
21日，在潍坊市英皇国际幼稚园，在幼儿园组织的

运动会上小学生正在通过独木桥。为了增进孩子的合作
意识、体会运动的乐趣，幼儿园组织了趣味运动会让学
生在运动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提升了孩子的
自信心。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渔业新闻

图图说说

近海滩涂底贝类增殖

拉开序幕
2000万粒文蛤苗底播莱州湾

本报1 0月2 1日讯
(记者 韩杰杰 通讯
员 王英华)21日，记
者从潍坊市海洋与渔
业局获悉，今年贝类
底播增殖行动已拉开
序幕，本月累计底播
苗种将达 1 . 1 亿余万
粒，目前已在莱州湾
底播文蛤苗种2 0 0 0余
万粒。

在省海洋捕捞生
产 管 理 站 专 家 监 督
下，潍坊市渔业人员
近日在寿光老河口近
海滩涂底播了规格为2

公分以上的文蛤苗种
2 3 6 5万粒，超额完成
了省厅下达的1 0 0 0万
粒的底播任务，拉开
今年贝类底播增殖行
动序幕。据了解，寿
光近海滩涂所盛产的
文蛤，以其花纹清晰
绚丽、肉色白玉、肉
质肥满细腻、耐存活
等特点，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历来深
受消费者的青睐。此
次贝类资源修复中，
属 文 蛤 底 播 数 量 最
多。

此 外 ， 1 0 月 下
旬，还将在滨海区、
昌邑市北部滩涂底播
文蛤1 0 0 0万粒、青蛤
8 0 0 0万粒，对近海贝
类资源进行修复。

据了解，2 0 1 2年
潍坊市渔业资源修复
行 动 计 划 总 计 投 资
3 2 9 5万元，放流各类
苗种共计5 . 72亿单位，
与去年相比，分别增
长了35%、47%。放流
品种较去年也有较很
大 化 ， 新 增 加 了 毛
蚶、真鲷、黑鲷、许
氏平鮋、梭鱼品种，
由去年的1 0个品种增
加到1 5个品种。今夏
已经放流毛蚶、中国
对虾等各类苗种4 . 5亿
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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