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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地位提高、西方节日盛行、超龄儿童乱入

过过““六六一一””，，不不全全是是宝宝宝宝的的意意思思

沙河乡冯楼小学：

每每位位小小朋朋友友都都收收到到一一本本书书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刘益良
孙延利） 5月31日下午，东
亚银行济南分行来到商河县
沙河乡冯楼小学，为孩子们
送上节日的祝福，并与全校
六百多名师生一起举办联欢
会，所有节目由师生自编自
导自演，真实地展现了学生
们天真浪漫、快乐无忧的童
年生活，表现了孩子们的童
心、童真、童趣、童梦。

联欢会在《快乐你懂的》
这支欢乐的舞蹈中拉开了序
幕，在小朋友们绽放的笑脸
中，大家感受到了蓬勃的青

春和朝气。编排精巧、表演生
动的课本剧《孔子爷爷》，展
现了学生独具匠心的创意和
高超的表演天赋。孩子们的
一招一式、一吟一唱，无不体
现着小朋友们健康、阳光、乐
学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

在精彩的表演过后，小
朋友们也收到了自己的节日
礼物——— 每人一本书，寄托
着社会各界对小朋友们的祝
福和期望。学校负责人说：

“我们学生很多都是留守儿
童，爷爷奶奶知识水平有限，
像这样的礼物更适合孩子
们。”

本报记者 李云云

一个娃五六个“保镖”
地位“噌噌”地提高

六月一日当天，齐鲁晚报
记者打开朋友圈发现，不少朋
友不是晒自己给孩子买的礼
物，就是晒别人给孩子买的礼
物。礼物的种类千差万别，衣
服、书、玩具，甚至有人买了电
子产品，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
元不等。网友“零下18℃”第一
次给孩子过儿童节，结果孩子
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和
他们两口子都给孩子准备礼
物，在一堆礼物旁，网友写道

“亲，赶紧收下我们的礼物”。
过六一，收到不止一份礼

物，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六一儿
童节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的
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一个孩子身边有五六个保镖，
地位提高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市民张女士觉得儿童地位的提
高是催生“六一热”的主因。她
解释道，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
对于儿童越来越重视，爷爷奶
奶围着孩子转成为了这个社会
的常态。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一半

以上市民表示认同。市民刘先
生从事儿童玩具批发，在平时
的销售过程中，他发现现在的
孩子越来越“宝贝”。刘先生说，
自己六一的产品销量逐年增
长，平时去自己店里买礼物的
家长，一半以上都得依着孩子
的要求来买。刘先生说：“现在
的孩子地位真是提高了，我们
那时候哭闹就挨打了，哪会像
现在这样百般迁就。”

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从
过了春节开始，他和妻子过了
情人节，给妻子过了妇女节，给
母亲过了母亲节，给孩子过了
儿童节之后，就开始和妻子商
量着给父亲和岳父过父亲节
了。赵先生说：“一年到头，几乎
每个月都有节日，也不差儿童
节这天，属于孩子的节日就这
么一天，得好好过。”

赵先生说，自己小时候根
本没有这么多节日，除了春节
等传统节日之外，很少过节。而
眼下，越来越多的节日开始充
斥着生活，不仅六一火，圣诞
节、万圣节这样的节日也越来
越火。

超龄宝宝来“蹭”节
已不再是儿童专场

“儿童”定义较为复杂，我
国是将14岁以下的孩子定义为
儿童，综观“六一”过节的宝宝，
超龄宝宝们较多，这部分人主
要集中在90后一代。相较于儿
童，他们有自己主观消费能力，
除了能在儿童节过过“宝宝瘾”
之外，他们一定程度上也催火
了六一儿童节。

记者调查发现，近四成的
90后表示会过六一，除了给自
己买礼物之外，还会与朋友们
互发红包或者互送礼物。90后
小张说：“六一儿童节不仅仅是
小朋友的专利，我们也可以享
受青春。”小张表示六一晚上，
她和同事们安排了丰富的活
动，自称“比起小朋友，他们更
会过节。”

退休教师陈先生给记者普
及了一下儿童节的来历，1925
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
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国
际儿童幸福促进会首次提出
了“儿童节”的概念，号召各
国设立自己的儿童纪念日，
我国则是从1950年开始提出

“儿童节”。陈先生无奈地说：
“当初设立儿童节的初衷是
为了保障儿童的生存、受教育
等权利，这样热闹的场面未免
喧宾夺主了。”

““爸爸爸爸送送的的礼礼物物，，我我玩玩还还是是他他玩玩？？””
六成儿童不满节日礼物，寓教于乐的礼物走俏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
云云） 临近“六一”，各大商场
内，儿童节礼物开始唱起了“主
角”。数码产品、玩具、儿童书、
衣服应有尽有。面对琳琅满目
的商品，家长挑得眼花缭乱，然
而很多小朋友并不是买账。市
民赵先生说：“给这些熊孩子买
礼物，还挺费劲。”

6月1日一大早，7岁的乐乐
就收到了来自于爸爸妈妈的礼
物，妈妈买的漂亮裙子，爸爸给
买的玩具。尽管如此，乐乐却不
是很开心。乐乐说：“妈妈几乎每
年都送衣服，爸爸买的玩具我都

不会玩，他自己玩得很开心，到
底是我玩还是他玩啊。”不光乐
乐有这样的烦恼，齐鲁晚报记
者走访发现，近六成的儿童对
于节日礼物不是“很称心”。

对此，乐乐的妈妈分析道，
一些家长和她一样比较“抠
门”，给孩子买了衣服之后，夏
季就可以少买一件，比较实际。
还有就是像乐乐爸爸那样“不
太靠谱”的，借着给孩子买礼物
的想法，自己先过过瘾。除此之
外，最让乐乐妈妈感到困惑的
是，到底什么样的礼物才适合孩
子。乐乐妈妈说：“乐乐的爷爷给

孩子送了童话故事书，乐乐也不
是很开心，她想要个手机拿着
玩，根本就不能满足她。”

齐鲁晚报记者走访商场发
现，衣服、玩具仍是“六一”送礼
的主流。商场售货员高女士说：

“这两天来买东西的，小女孩买
身裙子，男孩就买个玩具枪，和
往年变化不大，倒是一些寓教
于乐的玩具销量提升明显。”高
女士指着一款可拆卸重装的机
械玩具告诉记者，5月31日晚上
就卖出去了5个。高女士说：“这
样的玩具能锻炼孩子的动手和
动脑能力，家长比较喜欢。”

葛学校“六一”风采

张坊乡骆家小学：

2244名名小小学学生生成成了了少少先先队队员员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王仁皆）

5月31日上午，骆家小学举
行了庄严的少先队入队仪
式。在“六一”儿童节当天，24
名小学生成为了少先队员。

在仪式上，大队长宣布了
新队员名单，六年级的大哥哥
大姐姐们为24名新队员佩戴
了鲜艳的红领巾。新队员们个
个神采奕奕，当鲜艳的红领巾

佩戴在他们的胸前时，新队员
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自豪的
微笑。在大队长的带领下，少
先队员在队旗下光荣宣誓和
呼号：“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
洪亮整齐的声音响彻了整个
校园！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在
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六一”，
过得很有意义。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吕兴亮）

近日，在“六一”国际儿童
节即将来临之际，国家电网
商河县供电公司的志愿者来
到实验小学开展了“构筑梦
想、彩虹圆梦”系列活动。

活动中，供电公司给孩
子们讲解了安全用电小常
识，了解电源开关，不用手摸
电等专业知识让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志愿者张小乐说：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提高保
护自己的能力，安全用电，注
意安全。”随后，志愿者们给
孩子们颁发了图书。这些图
书，是用志愿者们自己做的
手工在网上拍卖后挣得的钱
购买的。学校工作人员说：

“谢谢大家对于孩子们的关
注，让孩子度过不一样的六
一。”

商河第一实验小学：

教教孩孩子子们们学学会会安安全全用用电电

■“六一"儿童节特稿·孩子们的节日

看完了60后、70后等不同年代的“六一”儿童节，不难发现，六一越来越火。印有儿童标签的儿童
节迎来一拨又一拨“六一热”，不少人会说“还不是为了这群熊孩子”。儿童地位的提高，加速了大家
对于儿童节的重视程度，但西方节日的盛行，超龄儿童的乱入等，都给“六一热”添了不少火。因此

“过六一，还真不都是宝宝们的意思。”

本报讯 1日下午2时
许，商河大森林幼儿园举办

“庆六一”文艺汇演。百余名
小朋友在舞台上表演了节
目，包括歌唱、舞蹈、三句半
等，家长都坐在台下，当起观

众。
幼儿园负责人表示，园

里教育设施齐全，既给孩子
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保
证孩子在学校吃得安全，玩
得高兴。 （本记）

大大森森林林幼幼儿儿园园举举办办文文艺艺汇汇演演

孩子们的节日是多姿多彩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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