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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淄博之旅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

国庆节假期，我背起行囊，走出家门，从青岛
出发到淄博，领略沿路风光、逛一逛特色街
区、品尝特色小吃，探寻区域文化瑰宝。

说到淄博，就不得不提火爆全网的淄博
烧烤。当初很火的“进淄赶烤”让我念念不
忘，没想到的是，今年国庆节期间像我这样
“进淄补烤”的人依然还有很多。尽管我们
下午四点就早早地赶到淄博最火的烧烤店
之一——牧羊村烧烤店，还是遭遇了排队场
面。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队伍我不禁头疼
起来，等到坐下，在座位上又足足等了一个
多小时，才盼来了美味的烤肉。此时我早已
饥渴难耐，肚子里的“馋虫”也被勾引出来，
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烤炉上滋滋冒着香
气的烤肉，像老鼠看见大米一样，夹起刚烤
好的肉，一卷、一撸、一咬——这个动作可让
我等了好久啊！顿时，肉香在嘴中绽开，混
着酱料和小饼的香味，那叫一个回味无穷
啊！饱餐一顿后走出小店，回头看着充满烟
火气的小店和老板那朴实的笑容，瞬间觉得
这烤肉不仅仅是特色美味，更承载着淄博人
民的好客之道啊！

淄博不仅依靠烧烤出圈，这里还有“中
国最美图书馆”之一——海岱楼的钟书阁，
这是钟书阁全国连锁店中单体面积最大的，

同时也是钟书阁唯一建于独栋建筑的文化
综合体。书香入海岱，潮起钟书阁。走进这
栋仿汉代齐风的塔楼式建筑，映入眼帘的不
是古香古色的情调，而是充满艺术感的设
计。一层一特色、一角一文化，脚下的格子
里放满了书，仿佛置身于书的海洋中一样。
头顶上的天花板不是单调的白色，而是玻璃
般的镜子，映出各种各样的书籍。四周的墙
壁则呈现出欧式风格，放置着文学类、小说
类、科普类、教育类等著名书籍。挑一本喜
爱的书，静下来，靠近窗边，品着凉茶，回味
着书中主人公的经历，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时不时拍几张“大片”，这就是该有的生
活。楼下，楼梯的两旁一串串、一张张的卡
片上，寄托着来到这里的人的心愿。有祝
“平安喜乐”的，有祝“成功上岸”的，有祝
“事业有成”的……可能会让在外地的游子
们心灵受到些许抚慰吧。海岱楼位于齐盛
湖公园，是淄博城区中轴线的重要地标，充
满了齐文化。河边柳树上的祝福心形挂件
被微风吹得摇摇晃晃，正所谓“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这微风似乎也把这心愿带去天
南海北，带去人们的心中吧。林间的小道
上，树木的绿荫下，湖面的正中央，到处都
有人们的欢声笑语。林间的人们拍照“打
卡”，绿荫下的人们乘凉休憩，湖中的人们

坐船游览海岱楼的风貌。深呼息，一股股鲜
美的空气立刻涌入鼻腔。听，鸟鸣的声音与
水流的叮咚声似乎完成了一次交响乐。放
松心态，置身于青山绿水当中，你会爱上这
鸟语花香、清新自然的世界的。这么美丽的
环境，当然要感谢大自然的巧手和能工巧匠
的“合作”，为我们打造出了一个美轮美奂
的世界。

淄博之旅结束了，不过我的心还留在那
人间烟火、清风流水中，人们的笑脸、话语，
大自然的清新、美丽，还在我身边回荡，处处
体现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国泰民安。这次旅
游正逢祖国母亲的生日，品味着旅途中的美
好，想象着和平鸽飞过天安门的城楼，感觉
“此生不悔入华夏”！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
骄傲，自豪。正是因为祖国的强大，才造就
了美丽特色的街区、景点和这朴实无华、温
暖人心的人间烟火色，成就着人们对未来的
向往和心愿。做为新时代的少年，如同七八
点钟的太阳，红通通冒出山岗，更要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目标
而努力学习，争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上
自己的一份力量！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2023级2班 纪芙瑶

指导教师 殷玉香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小树
立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前
不久，青版财经小记者团组织我们大家
一起来到城阳区参加了非遗体验活动
——向上马老林家盘扣的第六代传承人
林瑞先老师学习盘扣技艺，近距离感受
非凡技艺和非遗文化的魅力，感知最美
的“中国符号”。

《盛世芳华》《日月同辉》《星空》《国泰
民安》《凤舞九天》《鲤鱼莲花》……林老师
非常自豪地向我们讲解自己满意的作品，
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浓郁的民族情趣和
吉祥祝福，普普通通的一条条丝线瞬间把
我们带进了一个个美丽的故事当中。

林老师的双手灵巧又结实，轻轻松
松便可以在14秒内打好一个漂亮的盘
扣，看得大家直叫好，都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了。14秒时间，体现了林老师几十
年潜心钻研，也见证了她传承几代人技
艺的坚持和努力。她还告诉我们学东西

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学，日
复一日地练。

海阔天空、青云直上、顺藤摸瓜、硕果
累累、以人为本、以食为天、自我检讨……
林老师居然将对制作盘扣的感悟赋予了
朗朗上口的成语。伴着一个个的成语，一
根根丝线也在我们手中变成了一个一个
的作品或半成品。

我和大多数小记者一样，第一次也没
有做出成品，林老师便手把手地教我们，
我感受到了老师指导时的耐心和期待，最
后，我终于完成了作品。

盘扣虽小但其中却蕴含了大智慧，透
过盘扣可以触摸到跨越时空的“匠心”传
承。通过这次研学，我体会到无论干什么
事情，只要不断刻苦钻研，继承创新，就会
“海阔天空、硕果累累”！

青岛市市北区实验初级中学小学部
五年级2班 孟醒
指导教师 孟宇航

蕴含智慧与精致的小小盘扣

近日，我跟随青版财经小记者团参观了
位于青岛市株州路的杯子博物馆。

进入大厅，一个庞然大物便展现在我们
面前，那就是“天下第一大盖碗”。在灯照耀
下，杯身上蜿蜒的图案充满着神奇色彩，仿佛
在指引着我们去探寻杯子的前世今生。

讲解员曹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新石器时
代的各色陶器。曹老师告诉我们，世界上最
古老的陶罐是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
的，距今已有2万多年的历史。在博物馆中，
最古老的藏品是一个陶碗，其材质就像我们
小时候玩的橡皮泥，不过这比橡皮泥厉害多
了，这可是6000年前古良渚文明的陶器。展
馆中号称“中华第一马克杯”的黑陶蛋壳杯是
来自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杯壁轻薄，制作
技艺高超，体现了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最
高水平。

到了商代，陶器就变得精美起来了。我
最喜欢的是酒器——乳钉纹铜爵。它造形纤
细，前有流槽，用来倒酒，后有杯口，方便饮
用。这样的酒器只能由皇室贵族使用，老百
姓是不能用的。古代帝王常常用爵盛上美酒
赐予功臣，这就是“加官晋爵”的由来。

我们继续跟随曹老师在历史的长廊里徜
徉。到了宋代展台，我觉得宋朝的瓷杯是最
精美的。银白色的瓷杯表面散发着微微的
光，好像并没有经历过时间的风沙，一杯清茶
刚刚还在这里稍作停留。

元朝的杯子甚是独特，杯身厚实似碗，杯
身下方还有长长的“脚”，这就是高足杯。蒙
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常年在马背上颠簸，用
五指抓握高足杯，即使骑在马上，也可以大口
畅饮，十分豪迈。把高足杯放在草原上饮用，
虫子也不容易爬进去。

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杯子都透出吉祥
淡雅的美感。馆中还藏有来自日本的杯子，这
些杯子的原型大都来自中国。还有德国精美
的水晶杯和美国的啤酒杯，都让人印象深刻。

最后我在“鲸鱼的眼泪”艺术展位久久驻
足。一只畅游在大海中的鲸鱼被人类丢弃的
纸杯环绕，已经变得无法呼吸。看到这样惨
痛的后果，我顿时明白了，我也要加入环保的
行列，一定要少使用一次性纸杯，保护环境，
少砍伐树木，保护鲸鱼。

参观杯子博物馆，让我印象深刻，收获多
多，犹如走进历史的长廊，一个个精美的陶瓷
杯盏，串起了中国璀璨文化的时间线，永远闪
耀着中华文明的光芒。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分校
七年级2班 陈柄中
指导教师 殷玉香

参观杯子博物馆 探寻中华杯盏文化

要说起这个学期班级里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换成了一位姓于的男
老师！

于老师的身材高大威猛，算得上标准
的山东大汉形象。可他那眼睛……哎，真
是长得有点儿太小太小，笑起来的时候会
眯成一条缝。

于老师不仅长得有特点，他的记性
也很特别。说他记性不好，那是因为实
在“不咋滴”。开学已经四周了，可他到
现在也没有准确无误地记住班级每个同
学的姓名。第一周，他只记住了部分同
学的姓氏。第二周，他准确地演绎了什
么叫“张冠李戴”——指着宋蔚辰叫周俊
凯，指着段奕晗叫段逸轩……第三周，他
终于有了些长进，不再是大面积地张冠
李戴，但是对于同姓氏的学生仍是“傻傻
分不清”。他会把王博涵叫成王博冠，把
王一丁叫成王一坤。四个王姓同学大眼
瞪小眼，不知道老师在叫谁，而其他同学
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说他记性好，又真是特别好！一到五
年级每个单元的知识点是什么他张口就
来。每周五的晚上，他会准时给我们发放
周末思维训练题，还会温馨提示我们要坚
持练习与思考，要是有同学没交作业或改
错不及时，他也记得门儿清，一追到底，直
到同学补交作业或是把错题改正确，他才
会把眼睛笑成一条缝。

于老师教学有方，幽默不失睿智。记
得那天课堂上，他发现一个同学不听讲。
于是先敲了敲黑板，然后清了清嗓子，郑重
其事地说：“嗯，同学们，大家记住啊，老师
讲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哪怕我是在讲
一加一等于几，你也要瞪大眼睛，装作听得
津津有味儿的样子昂。”说完这话，全班同
学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奇迹却也发生
了，接下来的数学课上，没有一个同学再走
神儿了。

于老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课下也总
能与我们打成一片。虽然他才教了我们短
短一个月，但我已深深喜欢上了这位眼中
有光，心中有爱，肩上有责，胸中有谋的好
老师！

青岛海信学校
五年级5班 范逸轩
指导教师 纪晓慧

“漫画”老师

炎热夏日逛公园，有什么事能比自制
鱼竿在湖边钓鱼还美好呢？

这不，我在中山公园游玩时，突然发现
很多人围在小西湖边钓鱼，这也勾起了我
钓鱼的瘾。可是，我并没有准备啊！“没有
现成的可以自制呀！心动不如行动。”一个
念头闪过。

我迅速找了一根柳条，在矿泉水瓶颈
处绕了一圈扎紧，将瓶子装满水，沉到水
里，想着鱼儿排队游进瓶中的情景，我不仅
洋洋得意起来。正当我往上提时，“噗嗤”
一声，瓶子从柳条下逃走了！我瞬间像霜
打的茄子一样焉了下来。这可咋办呀？正
当我低头唉声叹气时，突然看见脚上的鞋
带，救星啊。我迅速抽下了一只鞋的鞋带，
绑在了瓶口上，并打了一个结，让绳子更加
牢固。随后，我把小饼干掰成了小碎片，塞
进瓶里一点，成功！我又找了一枝柳条编
了一顶小遮阳帽，万事俱备，开钓。

一开始我把“钓竿”放在鱼多的地方，
眼看着清澈的水中，一条条鱼儿游来游去，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似的，可是为什么没有
一条鱼愿意“上钩”呢？随后我又接连不断
地换了好几个地方，都不成功。湖边柳树
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真想告诉它们
安静，别吓跑我的鱼儿。

心急的我就去请教钓鱼高手——爸
爸。爸爸告诉我，首先钓鱼不能心急。小猫
钓鱼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心急是钓不上鱼的。
其次，要选好鱼竿投放位置，比如要放在水草
多的地方。按照爸爸的要求，我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把鱼竿扔到了隐秘的水草下。暗下
决心一定要半个小时之后再起竿。果不其
然，在我起竿的时候，有几条鱼儿上钩了！

此后我屡试不爽，果然，钓鱼不能心急
呀。爸爸又告诉我，不仅是钓鱼，做其他事
情也要有耐心，只有沉稳不急躁，成功才有
希望，听着爸爸的话，这一刻，我感觉自己
收获的不止是鱼，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青岛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7班 张瀚文
指导教师 邴卫卫

鞋带“鱼竿”

近日，我们青版财经小记者来到青
岛市消防博物馆进行参观。

首先我们来到二楼观看了“烈火雄
风”雕塑，雕塑展示了一位消防员叔叔
双手拿着水枪，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不
顾自身安危冲进火海的场景，透过那坚
定的目光，我仿佛能够感觉到他灭火的
决心。

随后，我们看到了一匹马拉着消防
车的模型，这就是古代的消防车——
“马拉消防车”，为什么不用汽车？哈
哈，让我来告诉你吧！因为那时候还没
有汽车呢。

接着我们继续参观了望火楼模
型。现实中的望火楼在观象山上，是一
个消防塔楼，当时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
值守，一旦发现哪里出现火情，会马上
敲钟报警。

我们还观看了1953年引进的消防云
梯车照片、119接警台所使用的老式电话
交换机等。参观过程中，讲解员老师还
给我们介绍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带
领我们体验了主要用于高层火场逃生的
缓降器。

最后，我们还观看了1989年黄岛大
火纪录片，消防员叔叔团结战斗，勇往直
前，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着国家财产和人
民生命的安全。

此次活动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水
火无情。我们要从小树立安全意识，
做自己生命的第一守护神，让安全常
驻心中。
青岛西海岸新区峨眉山路小学 殷浩轩

指导教师 商海静

参观消防博物馆

10月6日，青版财经小记者来到青岛?海底隧道博物馆参观。此次参观，既是小记
者们的学习工匠精神之行，同时又是一次生动的科普之旅。图为小记者在观看“电动实
景沙盘”。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盛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