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8 14
五

六月廿四

8798

本报平邑讯 (通讯员王
兆进 孙兆军 刘震)2005 年
以来，平邑县围绕生态宜居县
建设要求，结合“西山东水中
间城”的自然特色和人文特
点，紧紧围绕“山”字“水”
字，突出“绿”字，在“省级
园林县城”基础上，提出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目
前，对照国家园林县城标准，
该县县城的各项指标已符合或
超过国家园林县城标准。

该县围绕“山”字主题，将
城西占地面积 2700 公顷的西

山开辟为森林公园景区。景区
内开山修路，封山育林，密植树
木花草，连片栽植景观树、果树
及经济林，形成山水林田路相
间，景观与功能相协调的景区，
成为居民休闲好去处。

“城水相依，水活，城市
活。”该县“水”字文章随着
浚河城区段 2 座橡胶坝的竣工
也“鲜活”起来，长达 6 . 7
公里首尾衔接的人工湖建成，
新增水面 1800 余亩，沿湖建
起了植物公园、友谊广场、文
体广场、明珠广场等大型集绿

化娱乐于一体的场所。穿城而
过的兴水河经清淤改造，沿岸
广场、绿地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水、岸、堤、路、景一
体，形成了亲水绿色风光带。

该县城区建设突出“绿”
字，建设开放式公园、广场，绿
地总面积达 198 万平方米；道
路绿化总长度 72 公里，绿化面
积 82 . 03 万平方米，主干道绿
化覆盖率 41% ；通过拆墙透
绿、拆违建绿、沿街植绿等手
段， 1 3 0 余家单位拆除了
5000 余米围墙，新增城市绿

地达 12 万平方米。伴随着老
城区改造、新城区建设、河道治
理、环境综合整治等工程，绿色
走廊、绿色屏障、绿色学校、园
林式单位、园林式小区等一系
列“绿”字号工程深入实施，居
民出门寻绿，推窗见绿，也在耳
濡目染的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文
明素质和文化素养。与此同时，
该 县 加 强 文 化 设 施 建 设 ，
AAAA 级旅游景点天宇自然
博物馆、奇石文化一条街、莲花
山地质公园等文化景观，处处
以人为本，彰显城市人文特色。

目前，县城建成区面积 19 . 019
平方公里，人口 15 . 6 万人，县
城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781 万
平方米，公共绿地 198 万平方
米，绿化覆盖率 41 . 08% ，绿地
率 36 . 15% ，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 12 . 71 平方米。

家住县城莲花山社区的陈

老汉在县城生活了一辈子，亲
身感受了这几年的变化，他深
有感触地说：“前些年，街道
脏乱差，河道污水到处流。自
从创建园林城后，城市面貌在
变，空气在变，让咱老百姓感
觉到生活也变了，就像生活在
风景画中一样。”

放假了，城里的孩子正因
被父母逼着上各种各样的暑期
班而苦恼的时候，同样生活在
这里的另一群孩子——— 农民工
的子女们，在漫长而炎热的假
期却只能待在家里，年龄较小
的，甚至因为安全考虑被父母
关在家里。

“别说什么暑期班了。放
假后不像在学校里有老师管
着，白天我们要上班，就怕孩
子们乱跑，去不安全的地方
玩，现在安全是第一位的。”
一位在济南山师东路上卖小吃
的农民工对记者说。

8 月 9 日，虽然已经立
秋，但济南依然暑气弥漫。在
济南开杂货店的张礼学夫妇来
自河南新乡，趁着没顾客的间
隙，他和记者聊了起来：“孩
子考完试就带过来了，让他们
来济南玩几天，但顾客多时也

就顾不上了。”
张礼学的女儿今年 1 0

岁，小姑娘长得精致而水灵。
张礼学说女儿从小喜欢画画，
这次要她来济南，就是要想给
她报个暑期班。老家的学校很
少上美术课，美术老师也是由
其他课的老师兼任。“咨询了
几个暑期班，十几天就要 400
多元。太贵，不值得。我就给
她买些教材，让她自己学着
画。”张礼学说。

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每
年暑假，当城里的孩子纷纷被
家长送进各种各样的暑期班

时，大部分农民工的子女只能
望而却步。

在农民工较多的济南市槐
荫区，记者走进了一家暑期
班。暑期班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虽然没有专门统计过，这几年
也有农民工的孩子来报暑期班
的，但数量仍然有限。以他教的
班为例，20 多个孩子中，家长
是农民工的只有 1 个。

在这家补习班大门口卖香
酥鸡柳的杨建军来自栖霞市桃
村镇，他说他儿子本来想上这
个暑期班，家里人都不会英语，
就盼着能上个暑期班加强加

强，但儿子试听了几堂课后就
死活不来了。一问才知道，因为
儿子地方口音重，他一说话同
学就笑，而且老师在课堂上大
多说英语，儿子听不懂，最后只
好放弃了。“农村孩子学的是哑
巴英语，和城里的不一样。”杨
建军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无奈。

边上一位卖水果的大姐
说，她的孩子就天天在家玩。
当问及为什么不让孩子进暑期
班时，她尴尬地笑了笑说：
“俺也想把孩子送到辅导班，
但是经济条件又不行，让她在
家玩，也能帮着干点活。大人

天天都忙着打工干活挣钱，根
本没有时间管孩子。”

“其实，看着城里的小孩
学跳舞、画画什么的，小孩也
很眼馋。”大姐说，前一阵
儿，女儿看见房东的女儿在学
弹钢琴，闹着也要学。她知道
钢琴价格不菲，于是想让女儿
学个稍便宜的电子琴之类的，
但一打听，像样点的电子琴也
要上千元，再加上学费，她觉
得自己实在负担不起。而且一
过完暑假，女儿就要回老家，

那里没人能再教她弹琴，担心
暑假学的就荒费了。所以思虑
再三，她也没让女儿去学。
“为了这事，孩子还大哭了一
场，竟说我不是她的亲妈。”
大姐哭笑着说。

记者注意到，目前，济南
市的各类暑期班中，最低费用
也要在 300 元左右，名教师的
提优班更是昂贵，一个月下来
要花上千元。相对于城市孩子
而言，许多农民工的孩子大多
会选择费用相对较低的暑期
班，而且报名者多以居住在城
区、家长工作相对固定、有一
定经济承受能力的为主。而多
数经济状况一般、居住于城乡
接合部的农民工家庭，则大多
选择了让孩子呆在家中。

本报记者 郭杰

8 月 12 日，走进王芹的
家，五间崭新的大瓦房宽敞明
亮，位于西厢房的画室里堆满
了画板、画布、各类书籍和资
料。说起自己的画，王芹的脸
上神采飞扬。知情人告诉记
者，几年前她可不是这样。

王芹是东北人，她的母亲
是个画像的民间艺人。耳濡目
染的王芹也经常“瞎画”，却
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绘画教
育，长大后也没有以绘画为
生，而是做起了生意，上世纪

八十年代就拥有了 20 万元存
款。但是，突如其来的婚姻变
故将她抛入生活的低谷，最困
难的时候，她和孩子甚至以鸡
饲料为食。

8 年前，王芹远嫁到平原
县腰站镇西咸村。丈夫许立海
为了给前妻治病欠下了万元债
务，几间破屋也是摇摇欲坠，
两个苦命人看不到生活的出路
在哪里。王芹整天闷闷不乐，
许立海便对她说：“你不是喜
欢画画吗，你就画画吧。”在

丈夫的鼓励下，王芹重新拿起
了画笔，白天下地干活，晚上
在灯下画画调节心情。不料，
一幅幅精美的画面、一个个栩
栩如生的人物，加上独树一帜
的铅笔画这种艺术形式，让这
个普通的农家女迅速声名远
播，求画的纷至沓来，王芹家
的日子也如芝麻开花——— 节节
高。目前，王芹已经完成的长
10 0 米《红楼梦》和 11 6 米
《金瓶梅》，皆有人愿出数万
元收藏，但都被王芹婉拒。现

在，她正在倾心创作预计长度
超过 200 米的《孔子》。

王芹说，现在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所以除了图解古典名著，
她也要把新农村搬到自己的画
中来，画出农家的新生活。

图①：王芹的单幅作品。
图②：王芹创作的《红楼

梦》局部。
图③：王芹正在精心创作

超过 200 米的长卷《孔子》。
记者 王德贞 通讯员 金吉
鑫 相子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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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邑县城居民生活在风景画中

匠心画“红 楼” 巧手绘“金瓶”

平原农家女画出两幅百米长卷

城里孩子在为被逼着学琴跳舞绘画而苦恼

暑期班，农村孩子真眼馋

■农民工子女过暑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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