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距经经典典诵诵读读大大赛赛比比赛赛剩剩最最后后两两周周
想取得好成绩，有些细节要注意

4月23日、24日，由聊城市文广新局主
办、中华水上古城和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承办的“中华水上古城·书香聊城———
2016少儿经典诵读大赛”将在中华水上古
城举办。距离比赛还有两周，报名参赛的
同学要好好准备了哦！

“参赛篇目的内容必须背诵吗？可以
带一份，如果忘记能看着读吗？”“我们可
以自带背景音乐吗？”大赛报名已经结
束，家长们开始咨询大赛的细则问题。虽
然家长们都表示让孩子们参加本届大
赛，“重在参与”、“主要是为了锻炼”，但
仍希望孩子能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

本次诵读大赛对比赛选手的评分主
要分为基础分、提高分和评委综合打分
三部分，比赛只是一次活动，经典诵读是
一项适合长期坚持的习惯，希望小读者
们无论有没有类似比赛，都能坚持养成
好的诵读习惯。

基础分评分方面，主要要求选手衣
着得体、精神饱满、姿态得体大方；普通
话标准，吐字清晰；正确把握诗歌节奏、
轻重音能够声情并茂(肢体语言和表情的
变化)地反映诗歌的内涵。朗诵富有韵味
和表现力，能与观众产生共鸣。

而拿到提高分也并不是那么难，比如朗
诵时能够脱稿，朗诵形式富有创意，配以适当
伴舞或配乐，或以其他富有创意形式朗诵。

评委综合评分方面，则是评委组根
据参赛选手临场表现做出综合演讲素质
的评价，并对参赛者从年龄等条件进行
综合考量后打分。

此次比赛地点设在古色古香的中华
水上古城内。日前，中华水上古城正按照
确定的打造“故事聊城、微博之都、养生
福地”的发展定位，完善景区设施，深挖
文化内涵，古城内的卫仓、七贤祠、契约
文化博物馆、老照片博物馆等景区景点、
博物馆正陆续开放。

大赛设一等奖2名，各奖励800元助学
奖金、获奖证书；二等奖4名，各奖励400元
助学奖金、获奖证书；三等奖6名，各奖励
200元助学奖金、获奖证书；优秀奖若干，
颁发荣誉证书。 本版文/片 杨淑君 凌文秀 通讯员 杨阳

中华水上古城清元门下，“聊城市乡
村记忆博物馆”的牌匾反射出暖暖的金
色。正对门的一面墙上，“乡村记忆”四个
字做旧的样子，仿佛一下子将人拉回鲁
西民俗的记忆。这座新开馆的博物馆，其
前身聊城市民俗博物馆，坐落于光岳楼
内，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馆。

2015年，按照建设“微博之都”的古城
规划，聊城市古城保护与改造指挥部与
市文广新局共同筹建乡村记忆博物馆。

在聊城乡村记忆博物馆一期展厅入
口处，一块刻有“忠厚传家”的木匾是清代

嘉庆年间的老物件，“忠厚传家”四字可以
说是整个乡村记忆核心价值的一部分。与
这块木匾相对，一栋复原的鲁西民居造型
精致古朴。门前一对上马石雕刻精致，是
聊城的名门望族——— 崔家的遗物。

目前对外开放的，是乡村记忆博物
馆的一期展厅，此次精选展出百余件精
品。在展厅内，按照传统农业生产、传统
服饰、乡村交通运输、乡村生活用具、乡
村民间艺术等门类依次布展呈现，涵盖
了鲁西居民的衣食住行。

在传统农业生产展区，摆放着一尊

1987年出土于东昌府区道口铺的土地神
石刻。传统服饰展区摆放着老式织布机
等。乡村交通运输工具展区依次摆放着
载人的马车、运送粮食的独轮车、牛车及
四轮车。乡村民间艺术展区则是剪纸、版
画等聊城民间传统的艺术品。

据悉，聊城民俗博物馆2003年建馆，
但老物件的征集工作在2002年就开始
了，至今共收集老物件4000多件。现在乡
村记忆博物馆展出的一百多件展品，就
是从中选出的能够反映鲁西农耕文化的
老物件。

古城博物馆之乡村记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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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记忆博物
馆内的背景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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