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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聊 城 1 月 1 3 日 讯
( 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石保厚 ) 1月 11日下午，聊
城 市“ 互 联 网 + 读 书 ”小 手
拉 大 手 助 力 全 民 阅 读“ 百
校 行 ”活 动 第 二 站 走 进 聊
城 七 中 ，让 大 家 体 验 了 一
次 与 课 外 阅 读 经 典 书 籍 的

“ 亲 密 接 触 ”。精 彩 的 活 动
让 师 生 们 依 依 不 舍 ，结 束
时 一 再 邀 请 尽 快 组 织 第 二
次活动。

由 于 临 近 放 假 考 试 ，
为 了 不 耽 搁 正 常 的 学 习 时
间，聊城市“互联网 + 读书”
小 手 拉 大 手 助 力 全 民 阅 读

“ 百 校 行 ”活 动 在 前 往 聊 城
七 中 之 前 ，与 学 校 进 行 了
多 次 协 商 ，最 终 确 定 利 用 1
月 1 1日 下 午 的 活 动 课 时 间
举行。

对于此次活动，聊城七
中领导与师生都非常欢迎，
确 定 具 体 举 办 时 间 后 早 早
就进行了准备。有的学生提
前 好 几 天 就 准 备 好 了 参 加
图书漂流的书籍，老师们也
一 再 叮 嘱 学 生 要 珍 惜 此 次
难得的机会，聆听阅读专家
讲 座 、挑 选 一 本 心 仪 的 图
书，正好可以利用寒假时间
好好读读书。

为 了 鼓 励 大 家 多 读
书 、读 好 书 ，把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融 入 国 民 教 育 ，
进 一 步 将 聊 城 市“ 互 联 网 +
读 书 ”小 手 拉 大 手 助 力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推 向 深 入 ，依
托 聊 城 市“ 互 联 网 + 读 书 ”
小 手 拉 大 手 助 力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在“ 聊 城 书 香 苑 ”网
络 及 手 机 微 信 平 台 定 期 推

送 经 典 文 章 的 基 础 上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互 动 的 形 式
策 划 组 织 了 聊 城 市“ 互 联
网 + 读 书 ”小 手 拉 大 手 助 力
全 民 阅 读“ 百 校 行 ”活 动 。

活 动 启 动 后 每 走 访 一
所学校，利用书面调查的形
式，以班级为单位围绕课外
阅 读 、家 庭 阅 读 、亲 子 阅 读
等进行阅读调查；邀请知名
专 家 、作 家 等 ，每 所 学 校 组
织一场专家讲座；开展图书
大漂流活动，利用前期征集
到的爱心图书，在每所学校
与 学 生 进 行 漂 流 图 书 互 换
活动，将广大学生手中看完
的 图 书 漂 流 到 其 他 学 校 学

生手中；开展平价图书进校
园活动；组织宣传推介聊城
市“互联网+读书”小手拉大
手 助 力 全 民 阅 读 有 奖 征 文
等等。活动一经推出即得到
了广大学校的欢迎，经过充
分 对 接 调 查 ，聊 城 市“ 互 联
网 + 读 书 ”小 手 拉 大 手 助 力
全 民 阅 读“ 百 校 行 ”活 动 还
将陆续走进多所学校。

由 聊 城 市 教 育 局 联 合
齐 鲁 晚 报 聊 城 记 者 站 ，借
助 网 站 、手 机 等 新 媒 体 并
整 合 传 统 媒 体 资 源 ，自
2 0 1 5年 秋 季 开 学 起 启 动 的
聊城市“互联网+读书”小手
拉大手助力全民阅读活动，

组 织 专 家 组 每 隔 一 天 分 别
为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及
成人 5个年龄段各推荐一篇
经 典 文 章 ，通 过“ 聊 城 书 香
苑 ”网 络 平 台 及 手 机 微 信

“ 聊 城 书 香 苑 ”平 台 同 时 对
外发布。引导家长每两天抽
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利用电
脑、手机等新媒体与孩子一
起 阅 读 ，进 而 养 成“ 每 天 阅
读半小时”的好习惯。如今，
这 一 活 动 已 经 得 到 了 全 市
各学校、众多学生及家长的
积 极 响 应 ，活 动 打 造 的“ 聊
城书香苑”手机微信及网络
阅 读 平 台 日 均 有 六 七 万 人
在线阅读。

助力全民阅读“百校行”第二站走进聊城七中

师师生生依依依依不不舍舍，，相相邀邀尽尽快快再再来来

与第一站不同的是，聊城
市“互联网+读书”小手拉大手
助力全民阅读“百校行”活动
在聊城七中对活动时间进行
了微调。为了尽可能让更多学
生参与到活动中来，将此前专
家讲座与图书漂流同时进行
改为先组织专家讲座、而后再
开始图书漂流。

在聊城七中，邀请到讲座
主讲专家是聊城二中的张金
福老师，他以聊城市“互联网+

读书”小手拉大手助力全民阅
读“百校行”活动志愿者的身
份，围绕阅读兴趣的养成为全
体语文老师、学习委员及部分
阅读爱好者等200多人在讲座
上进行了交流。风趣幽默的讲
座与交流、专业而又易于理解
的阅读方法指导……赢得了
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据参加讲座的一位语文
老师介绍，单单从这一个多小
时的讲座来说，就可以发现张
老师在推广课外阅读方面很
有经验，对学生们今后如何更
好地进行课外阅读很有指导
意义。最让在场学生们记忆深
刻的是，张老师总结的几个阅
读方法。“以前真没想到，就连
阅读也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方
法。”听完讲座之后，一位初二
年级的学生告诉记者，他对张
老师提到的阅读方法非常感
兴趣，特别是“情景融入法”，
理解的结果有情感及想象的
融入，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思考
作者对文章的构思，就会发现
其实阅读的文章与日常生活
中很多情景都能对应起来。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
讯员 石保厚

现场特写

不光是学生，连不少语文老师都说有收获

““专专家家讲讲座座对对学学生生阅阅读读很很有有指指导导意意义义””

专家讲座结束的第一时
间，图书漂流活动随即启动。在
聊城七中相关领导及老师的组
织下，以班级为单位开始有次
序地进行图书漂流活动。“漂流
的图书一摆出来，我们就着急
了。”据第一组参加漂流的同学
介绍，他平时非常读课外书，跟
父母约定每天做完作业都会抽
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课外阅
读。听说即将组织这次图书漂

流活动，他提前好几天就准备
好了参加漂流的书籍。

与这位同学一样，不少同
学在参加图书漂流过程中，参
加漂流的图书都是精挑细选
的。据他们介绍，因为知道自己
的图书接下来还会漂流到其他
学校去，所以都精心进行了准
备，参加漂流的图书也都是品
相较好、没有乱涂乱画的。“如
果咱提供的书籍破烂不堪的

话，就没法让书籍继续漂流
了。”另外一位同学介绍说，从
这次活动还让他意识到，平时
还得爱护手中的书籍，争取在
自己阅读完之后能跟身边的朋
友共同分享。

活动开展过程中，聊城七
中有的老师也深受启发，在班
里的同学参加完图书漂流活
动后，跟大家商量着打算以后
定期组织班内图书漂流。据一

位老师介绍，既然同学们参加
图书漂流的积极性这么高，那
么挑选到心仪图书后肯定会
专门抽出时间来阅读。“这从
某种程度来上说，也增加的广
大学生进行阅读的积极性。因
此，这样的图书漂流不但要坚
持下去，还要定期多组织几
次。”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
员 石保厚

图书漂流活动精挑细选，换到心仪的图书

不不少少同同学学说说，，正正好好用用寒寒假假来来读读书书

同学们挑选自己喜爱的图书。 记者 李军 摄

邀请专业老师为七中读书爱好者传授读书经验。 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聊城1月13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付朝旺

徐百明 ) 低保政策是国家对
低收入家庭进行救助的一项惠
民措施，却有不法分子瞄上了
这样一个“发财”的捷径，冒充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或受害人儿
子的同学，骗取信任，以给办低
保为名进行诈骗。1月 1 1日，聊
城市东昌府区沙镇某村的杨某
遭遇了办低保的骗局，结果被
骗3000元。警方提醒，办低保需
要严格程序，民政局工作人员
不 会 单 独 到 村 里 为 人 办 理 低
保。

1 1日，家住东昌府区沙镇
某村的老杨家中来了“贵客”。

“大爷，我是您儿子的同学小
张，在区民政局低保科上班，给
你们争取了一个低保的指标。”
说 着 还 拿 出 电 话 与 老 杨 儿 子

“聊”了起来，老人此时对男子
深信不疑。小张表情和善，言语
间充满了关心。缺乏防备的老
杨信以为真，以为自己遇到了
好心人。小张然后以疏通关系、
缴纳手续费、材料费等为由，从
老杨手中骗取 3 0 0 0元钱款。小
张说第二天把低保款送来，结
果 ，第 二 天 连 个 人 影 也 没 见
到，打电话也联系不上。老杨
开始有了疑心，把这件事告诉
了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儿子说
没有同学在民政部门上班。发
现 被 骗 的 老 杨 到 东 昌 府 警 方
报案。

沙镇派出所民警介绍，对
此类诈骗要分三步预防：首先，
低保是由困难家庭向所在街道
办 (村委会 )提出申请，由街道
办 (村委会 )讨论通过后，交相
关部门进行复查，情况属实的
交民政局，低保金由民政局进
行统一发放。办理低保没有任
何手续费，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也绝对不会单独到社区、村户
为个别人办理低保。乡镇干部
更没有为个别人办理低保的权
力，不要轻信找上门的“工作人
员”和“政府干部”。

民警提醒，老年人不要轻
易把财物透露给陌生人。如果
要使用身份证、银行卡、存折
时，要多加留意，先要验明对方
身份，要其出示相关证件，不能
随便将证件交于他人。

冒充民政工作人员

以办低保为名诈骗

1月12日，在茌平贾寨镇中心
小学，小学生在玩跳棋游戏。近
年，茌平县教育系统在全县开展
了“校本课程”进校园。全县各乡
镇中小学因地制宜依托乡村学校
现有的操场、图书室、教室、音乐
室等室内外活动场所，利用课余
时间开展了音乐、舞蹈、足球、民
俗文化、棋类、书法、绘画、剪纸、
手工制作等多门类多学科的“校
本课程”，成为孩子们培养才艺、
陶冶情操的乐土。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袁兆国 摄

“校本课程”
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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