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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琪）4 月 23
日上午，临清市金郝庄镇金郝
庄联合村复兴少年宫开启了
以“感恩党 感恩祖国”为主题
的学习实践，引导未成年人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传承红色
基因，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童心。

“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
想上入党一生一世。作为一名
党员，我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
排，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有31
年党龄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者金增山在宣讲中，结合自己
的经历和孩子们的年龄特点，
用孩子们听得懂、愿意听、喜欢
听的语言讲述党史。

“通过听金爷爷讲的故事，我
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不畏艰险的精
神。”“我要认真学习，长大后为祖
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孩子听完故
事后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做理想远大的社会主义
好少年。

金郝庄镇将进一步在青少
年活动场所建设、工作人员队伍
组建、文体活动开展上下功夫，
以金郝庄联合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为试点，大力推进复兴少年
宫建设，让乡村复兴少年宫真正
成为未成年人的场所，成为他们
流连忘返的“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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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明珠）
“执笔时手掌要竖起来，这样拿
毛笔……”临清市刘垓子镇文
化志愿者薛双凤弯下腰，握着
小学生贾秋然的手耐心教她如
何执笔。4 月 23 日上午，临清
市刘垓子镇文化志愿者薛双凤
和沈可走进临清市刘垓子镇吕
堂村复兴少年宫，为小学生们
上了一堂墨香四溢的书法素质
课。

薛双凤和沈可从汉字演变
过程讲起，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
化讲给学生听，然后，耐心地教
学生如何执笔，生动的课堂深深
吸引了学生们。“孩子们积极、认
真，学得很快，我感受到了孩子
们对书法的渴望和热情，以后，
我们会坚持为孩子们上课。”薛
双凤说。

课后，三年级小学生贾浩
东认真地说：“感谢两位老师给
我们带来这堂课，我非常喜欢
书法，会继续练习，希望以后能
像沈老师那样，写出漂亮的毛
笔字……”“村里的孩子上一堂
修 身 养 性 的 课 ，真 是 太 难 得
了。”吕堂村党支部书记薛松臣
说。

“书法是无言的诗、无形的
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作为中
华民族的瑰宝，让孩子在有章法
的书法练习中修身养性，是我们
开展这个课程的初衷。刘垓子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创了‘墨
香少年’文化品牌，以复兴少年
宫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实践基地，
以书法专业文化志愿者为老师，
每个周末为小学生开设书法素
质课。”志愿者沈可说。

刘垓子镇将持续开展“墨香
少年”书法素质教育，并扩大招
募志愿专业书法老师，在全镇所
有社区开展素质教育，让传统文
化深入人心。

让乡村孩子周末有“ ”处
复兴少年宫复兴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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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图 记者 张琪）
“真是太神奇了！”4月23日，非遗
面塑文化走进临清市老赵庄镇王集
联合村复兴少年宫，面塑老师金贵春
手把手教学生制作面塑。黄色、白
色、黑色的面团，经过团一团、揉一
揉、捏一捏，一只只可爱的“大公鸡”
呈现在眼前，学生们高兴不已。

活动中，金贵春展示了她制作
的精美面塑作品，并给孩子们讲解
了面塑艺术的起源和类型以及表现
特征，并通过实操互动的方式指导
孩子们制作面塑。面塑艺术在我国
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国特有的一
项民间艺术。它是用面粉、糯米粉为
主要原料制作的，加上色彩、石蜡、蜂
蜜等，经过防裂、防霉变等处理，再经
手工捏、搓、揉、掀等工序，捏塑成花、
鸟、鱼、虫、器物、人物等具体形象的
手工技艺。面塑工艺因其取材容易、
制作简便、贴近生活而备受人们青睐。

此次活动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
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又让学生感受
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学生
们表示，以后要经常练习面塑，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

孩子展示面塑作品

周末去哪儿？乡村复兴少
年宫！

在临清，32 个乡村复兴少年宫已成
为促进乡村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

重要阵地。这些乡村复兴少年宫是临清整合各
类社会资源全力打造的。

孩子们在这里能做什么？学党史、捏面塑、练书
法……各乡村复兴少年宫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将传统
文化及红色文化融入课程，打造特色鲜明的乡村记
忆课程。临清市作为省级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试
点，因材施教，活化课程内容，调动孩子的学习主

动性，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学习快乐、劳动快
乐。一座座乡村复兴少年宫犹如一座座

梦想桥，助力乡村孩子勇敢追梦、
尽享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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