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诵读大赛报名截止，进入备战模式

本本周周将将电电话话通通知知报报名名成成功功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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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11日讯 诵读中华经
典,传承华夏文明,打造书香聊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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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已经截止，报名成功者，本周主办方
将统一电话通知。

自少儿经典诵读大赛开始报名以
来,本报编辑部经常能听到孩子们朗朗
读书声,弥漫着浓浓的书香气息。一首首
质朴的诗,一句句长短的词,孩子们从岳
飞的《满江红》中体会“精忠报国”,在孟
郊的《游子吟》中体会母爱,吟唱着诗人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感悟生活,
跟着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品
味“阴晴圆缺”……参赛者们或声情并
茂,或慷慨激昂,或深沉独吟,或抑扬顿挫,
在报名现场精彩演绎脍炙人口的千古名
篇,再现中华民族优秀古诗文博大精深
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

“孩子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本。人在
14岁、15岁之前记忆力特别好,背诵过的东
西一般终生不忘。孩子年龄小时,熟读高
价值的书,终身受益!”一位报名者的家长
是一位教师,她说,“诵读国学经典,像是和
一位智慧老人交朋友,说的话、讲的道理
会随着年龄增长,体会会越来越深。”

去年，聊城以“倡导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社会”为主题，开展了阅读宣传展
示、读者互动、少儿经典阅读大赛、全民
读书节等54项活动。在城区公共场所设
置了22部电子阅报机、图书借阅机。

此次比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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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区红星街原人民公
园处,复建的任克溥故居就在
这里。步入园内，只见各种朝
向的座座房屋，或相连，或相
对，大小高低有异，环绕回转
的亭廊在群房之间贯穿，与
旧有的石桥、木亭、树木、花
卉及景观小品相映成趣，展
现出古典园林特有的典雅。

西侧坐西朝东的那五开间
建筑就是“松桂堂”，据清代聊
城县志记载,康熙曾经莅临过。

据了解，任克溥故居和
绮园属于《聊城古城保护与
整治规划》中的复建景点，由

清华大学古建研究所完成设
计。绮园基本再现了三百年
前的芳容。

建筑采用青砖、简瓦、优
质木材为原料，造就木质结
构、木制门窗、飞檐坡顶的样
式，并有砖雕、木雕、吻兽、纹
饰，高度不超过两层。园内建
筑依据明清传统特征复建，
布局、形式、尺度等均符合古
典形式，较为真实地再现了
官式私家园林的风韵，充分
体现出恢弘、雅致、古朴、美
观的效果。

绮园西部的松桂堂，长

约24米，宽10 . 5米，高约8米，
是绮园中的主要建筑。另外，
绮园还保留了部分原人民公
园中的旧景。保留的景观有
三座亭子，一处房屋 ;保留的
树木有梧桐、皂角、槐树等百
余颗 ;另外还保留了猴山、水
系和小桥，使园林最大限度
地保存原始环境的记忆。

绮园总建设面积达1 . 35

公顷 ,内有古典建筑17栋，亭
廊三百余米，水系约三千平
方米。总投资在五千万元以
上，建筑完工后，还将选用
兰、竹、海棠、大型乔木等树

种进行种植，使园林绿意浓
郁，四季如春。

“东昌五大家 ,任邓朱傅
耿。”这句话在聊城广为人知。
任氏家族作为东昌历史上第
一望族，曾经科举连第，辈出
英才。清初，任克溥府第大门
楼高耸，正中悬有“大司寇第”
匾额。门前树立着两座巍峨壮
观的牌坊，一是为任克溥立的

“兰省正堂坊”，一是为任克溥
之父任怀茂立的“恩纶重褒
坊”。显赫的门楼，高大的牌
坊，宽阔的府第，美丽的绮园，
彰显了望族豪宅的气派。

任任克克溥溥故故居居::再再现现三三百百年年前前芳芳容容

任克溥
故居假山轩
榭，亭台楼
阁，别有一
番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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