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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17

课堂上孩子们“哇”声一片
看到新书法老师的作品，孩子们都很震惊

隔记者 李楠楠 报道

本报11月14日讯 14日是烟台
2013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确认最
后一天，不少考生抓紧最后的时间
报名确认。一些报考名校的考生反
映“现在压力很大”。原因是部分名
校保送生的比例都在50%以上，考
研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14日上午，在烟台毓璜顶宾馆
确认点，从滨州医学院毕业一年的
考生宋军学说，他学的是临床专
业，目前已经就业，但现在就业竞
争压力大，如果想有份稳定的工作,

至少要研究生学历，所以他一边工
作一边读研。“今年有不少工作后
继续考研的考生”。现场工作人员
说，他们大多是对工作现状不满
意，想换工作又需要有较高平台。

“现在考研压力太大了，好学
校保送生的比例很高，留给统考生
的机会越来越少了。”2011年从烟台
大学毕业的丛林告诉记者，自己报
考的是山大行政管理专业，三年前
招60人左右，今年只有26个名额，而
且还包含了14个保送生，剩余的十
多个名额每年都会吸引上千人报。

近年来，随着各大名校保送生
比例的提高以及不少热门专业招
生计划的压缩，考研这座独木桥变
得越来越窄，像山大的多数专业，
保送生数量超过50%，而像北大、复
旦等名校，有的专业保送生数量在
85%以上。而北大体育教研部、分子
医学研究所保送生比例甚至达到
100%。据悉，烟台近几年考研人数一
直维持在1 . 2万人左右，“为了找份
好工作是考生考研的主要目的。”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少考生
为了考研，宁愿推迟工作。

名校保送生过半

考生直喊压力大

“太强悍了，太美了，老
师写得真好……”孩子们看
到崔老师带来的书法作品
后，都围上前来，睁大眼睛惊
叹着。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书法
的兴趣，崔老师除了带来了
现在作品，还把自己保存了
50多年的宝贝——— 小学六年
级书法作业本带来了。“我当
时写的是颜体，样子胖墩墩
的。”崔老师一拿出“宝贝”，
课堂上又是“哇”生一片。“50

多年了，老师还保存着啊，真
好！”

“我那时候也是从三年级
开始练毛笔字的，同学们一定
要认真学，写一手好字，对一
生都有好处。”崔老师说。

“大家既然想学，那咱们
就先来认识一下文房四宝。”
崔老师从包里拿出了毛笔、
砚台、还有墨块、宣纸。第一
次看到这些物件，同学们都
被吸引了。

“好神奇啊，你看字自己
出来了啊。”班上眼尖的同学
看到崔老师刚才在黑板上用
水写得字突然像粉笔字一样
清晰了，原来这是崔老师专

门从家里带来的写字粉，放
进水里，用毛笔蘸着在黑板
上书写，干了就出现了白字，
下课了就能擦掉。

“同学们看好，正确的执
笔姿势是这样的，拇指、食
指、中指捏住笔，无名指辅
助，小手指靠在手掌上……”
接下来，崔老师趁热打铁开
始教孩子们正确的执笔，“笔
要垂直，在鼻尖的正下方，这
样写字才得心应手。

同学们一个个有板有眼
地拿起自己的铅笔，跟着崔老
师一点一点地开始学习书法。

隔记者 李楠楠 报道

本报11月14日讯 近日，本报
报道了由于缺乏师资，烟台不少学
校的书法课普遍打折扣一事。看了
报道后，烟台书法家协会会员崔正
华打来热线说，他想教孩子们写毛
笔字，而葡萄山小学正愁没有软笔
书法老师，经过本报的牵线搭桥，
崔正华成为了葡萄山小学的书法
课外辅导员。

14日上午，崔正华老师首次走
进葡萄山小学义务教授软笔书法。
看到了“书法师父”的一手好字后，
孩子们不禁“哇”声一片。

“哇，太强悍了！哇，老师写得
太美了……”一开课，孩子们就被
老师的书法作品所震撼，小身板坐
得笔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崔老师，
小手也像模像样地跟老师学习正
确的执笔姿势，“拇指、食指、中指
捏住笔，无名指辅助，小手指靠在
手掌上……”

据悉，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各小学要开设书法课，由于师资缺
乏，书法课的开展情况很不理想。

“我们按照上级要求保证每周一节
书法课，由于没有专业的软笔书法
老师，现在主要是练习硬笔书法，
由语文老师授课。”葡萄山小学副
校长杨友爱说，“我们一直想找软
笔书法老师，让学生们得到专业化
的书法教育。这不，现在通过咱们
报纸联系上了崔老师，他愿意义务
教孩子们书法课，我们非常感谢。”

经过和崔正华的初步协商，学
校专门安排了三年级语文老师孙
丽芝做他的助手，崔正华一周有两
个上午一共四节课。

“我从小就喜欢书法，一直也
没撂下。我觉得书法是咱们民族的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能丢。”崔正
华说，他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教
教孩子们，也希望书法家协会更多
老哥们能加入到这个行列。

根据课程安排，14日上午
三四节，崔老师要给葡萄山小
学三年级三班和四班的同学
上第一堂书法课。“第一次上
课 ，要 早 点 去 ，熟 悉 熟 悉 环
境。”崔老师说。

上午 7点半，崔老师就从
凤凰台社区的家中出发，“路
上堵车，九点就到学校了。”崔
老师说。第三节课10点钟才开
始。“崔老师，还有一个多小时
呢。”葡萄山小学的孙老师感
动地说，“这么远，崔老师自己
准备了不少教具，还有给孩子
们欣赏的书法作品，很让人感
动。”

“崔老师 7 0多岁了，今天
一直站着讲完两节课，很让人
敬佩。我们下次尽量安排两个
班一起上大课，不能让老师太
累了。”孙老师说。

一阵音乐响起，下课了。
“谢谢崔老师，老师辛苦了。”
全班39名同学一齐起立，对崔
老师说。

“ 爷 爷 ，我 给 您 揉 揉 肩
吧。”课间十分钟，有几个女同
学跑到崔老师身边说。“谢谢，
同学们。”崔老师说，“小朋友
们很懂事，能做点有意义的事
情挺好的，但一个人的力量毕
竟有限，我希望有更多的老同
志和老哥们能加入进来，给孩
子多讲讲咱们的传统文化。”

老师站了两节课

下课给他揉揉肩

50多年前的作业本完好保存

本报11月14日讯 11月14日
是阴历的十月初一，是俗称的

“寒衣节”，又称“鬼节”。过了十
月初一，已故的亲人也该加衣

了，所以大家纷纷在这天来祭奠
已故的亲人。记者从交警部门了
解到，14日有近8万市民到烟台
市芝罘区殡仪馆祭扫。前来祭祀
的车辆达到了5000多辆，至上午
12时30分，殡仪馆附近路段才恢
复正常。

14日上午记者来到机场路，

在殡仪馆附近的道路上，摆设了
各种销售祭祀用品的小摊位，来
往车辆和人流络绎不绝。上午10

时，聚集到机场路上殡仪馆周边
的人群达到了高峰，机场路东西
道路上的停车长度接近2公里。

记者了解到，“鬼节”当日交
警三大队在机场路殡仪馆附近

设立临时停车位1000余个，共出
动警力60人次，警车30台次，确
保了交通安全畅通。

据了解，截止到上午12时，
已经有近8万市民前来祭扫，前
来参与祭祀活动的车辆达到了
5000多辆，至上午12时30分，整
个机场路路段才恢复正常。

一上午，近8万市民祭奠亲人
昨天是“鬼节”，高峰时芝罘区殡仪馆附近路段停车长度接近2公里

隔通讯员 王建
隔记者 于飞 孙健 报道

花絮一

花絮二

海参螃蟹摆上供桌
供品越来越奢华，但转眼就进垃圾桶实在有些可惜

隔通讯员 杨晓琴
隔记者 柳斌 报道

本报11月14日讯 14日传
统节日中的“鬼节”，芝罘区殡
仪馆也迎来了一个小高峰。记
者注意到，前来祭扫的市民手
中的冥纸逐渐被鲜花代替了，
供桌上的供品也越来越奢华，
海参、螃蟹无所不有。

14日早上6点半，芝罘区殡
仪馆门前人潮涌动，殡仪馆的
门口有不少了售卖祭祀用品
的摊贩，但与往日不同的是，
地摊上的冥纸基本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鲜花。

在焚烧池和祭拜逝者的
地方，记者没有发现焚烧纸钱
的祭祀者。据芝罘区殡仪馆的
工作人员介绍，烟台市已经连
续三年实施清明期间的禁烧
令。“现在市民都很自觉，今天
上午我一个都没有发现。”

在市民用鲜花代替冥纸
文明祭祀的同时，供桌上的供
品却变得越来越奢华。

记者了解到，市民在骨灰
寄存处取出逝者的骨灰后 ,一
般在祭奠园内祭拜。为表达对
逝者的缅怀之情 ,一些供桌上
摆放的供品有十多种。芝罘区
殡仪馆一位工作人员说，“不

少市民不惜重金摆供品，鸡鸭
鱼肉、各种水果齐上阵，甚至
还有海参、螃蟹、大虾等。”

记者注意到，除少数人祭
扫完成后将供品打包带回 ,多
数人都将供品留在园内的供
桌上。为了给后来的祭扫者提
供便利，芝罘区殡仪馆安排了
专门的工作人员清理。

“一天都能清理六七垃圾
桶的祭祀品。”一位工作人员
说，缅怀先人有很多方式，一
些传统的习俗不能改变，但可
以节约一些，很多新鲜的食
品，像刚买的苹果、橘子转眼
进了垃圾桶，实在有些可惜。

隔记者 秦雪丽 报道
本报11月14日讯 “今天是阴历

十月初一，是给先人上坟的日子，工
人们都放假了。”山东一品堂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初国坤介绍，在这特殊
的日子，公司专门给员工放假一天。

“老百姓都很重视这个，是个大
事。”初国坤说，公司从人性化考虑，
在这一天给工人们都放了一天假。

在山东一品堂实业有限公司的
院子里，生产车间处于暂时关闭状
态，只有少数管理人员在岗工作。据
了解，目前，该公司在职员工有300多
人。“工人们平时工作很辛苦，多出
这一天假期，也让职工们好好休息
一下。”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格相关新闻

为方便员工祭祀

公司“鬼节”放假

崔正华正在纠正一名小学生的握笔姿势。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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