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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 凯 通讯员 信永华 报道
本报济南1月5日讯 假肢能“理解”主人的要

求，执行“内转”、“外转”、“目标1”‘、“目标2”等口令，
或者能心领神会，做出如人所愿的动作……今天，我
国首台具有综合功能的机器人型假肢样机在山东科
技大学问世。

据课题负责人樊炳辉教授介绍：这项“机器人假
肢与生物信息融合控制方式的研究”，是由山东科技
大学承担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新型假肢引入机
器人、生物信息与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等，实现了信
息识别、传感、定位和智能控制等高端假肢实用化技
术研究领域关键理论和技术的重大突破，使其可以
在脑电、语音和按键等多种生物信号控制下实现示
教再现和对随机目标的操作，为“肩离断”和上肢瘫
痪病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料理服务。这项综合技术在
同类研究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国首台机器人型假肢问世

□陈兴元 任相岗 报道
本报昌乐讯 营丘镇在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党

员中，开展“比形象，看谁在群众中满意度高；比
奉献，看谁为单位增光添彩多；比责任，看谁履行
职责情况好”为主要内容的“三比三看”活动，激
发了党员干部为民干事的活力。

通过“三比三看”活动的开展，63名党员干部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开展走访调研、为民排忧解难活动，共
走访群众6500人次，征求意见建议640多条。

“三比三看”为民办实事

□李志海 杨国良 报道
本报利津讯 “我们跟村里共建书屋后，这里就

成了公司职工和村民的‘文化’加油站。”去年12月22
日，在陈庄镇郭屋村农家书屋，一大早乳业公司总经
理薛云德高兴地说。

郭屋村农家书屋的建成，得益于郭屋村“支部+
企业”的共建模式。该镇选择民营企业发展较快的
村与当地企业党支部以“村企联建”的方式成立党
总支。企业发挥自身优势，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
题，并在村级公益事业、村党组织活动阵地建设中
提供资金扶持。此外，该镇还围绕商会、产业、协
会建支部。商会党总支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回馈社
会，先后组织企业为镇敬老院捐款捐物10多万元，为
玉树地震灾区捐款近30万元。

村企联建农家书屋

□记者 赵 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晚九点前不去超

市采购日用品，衣服、护肤品只用
代购货，电影票用积分免费兑换，
能用飞信绝不用手机发短信，请客
吃饭只用网上团购的优惠券……近
日，省城不少年轻人热衷在网上或
聚会时交流省钱妙招。岁末年初，
“晒俭”渐成风气。

年收入5 . 4万元，房租和水电
暖费约9000元，生活交通支出约
8000元，一年攒下了总收入的近
70%。1月1日，在济南从事室内通
风系统推销工作的王岩把自己2010
年的收支状况发到网上。王岩支
招，“我晚上九点以后才去超市，
只买打折的超市自有品牌；卫生纸
到农贸市场论斤买；护肤品用国
货，衣服只从网上代购。”

1月4日下午，王岩打开电脑，
给几个闺蜜发去飞信：“今晚新世
纪看电影，看完我请吃饭。”她介
绍，自己每年刷信用卡的积分，能
免费兑换电影票，吃饭有网上团购
优惠券，四人吃火锅只花49元。

“省钱不是节衣缩食，不能亏待
自己。我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商家优
惠，找到了性价比更高的消费方式。”
王岩这样坦言自己的消费观。

吃穿住玩，无一不省。王岩的
生活赢得了很多朋友的赞同。在历

山路上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崔明
说，勤俭节约是美德，精打细算过
日子的年轻人很多，“我经常上网
搜罗省钱绝招，‘花小钱过优渥生
活’、‘小白领省钱30招’都是网
上名帖。”济南市公务员苏里是朋
友眼中的省钱达人，还专门开微博
记录“省钱攻略”。他说，“我有
一个小本专记常用物品，一看到打
折就多买囤起来。现在物价走高，
有准备才能省钱。”

看着存折里的数字见涨，虽然
很有成就感，但王岩坦承，工作后
她从没旅游过，也没什么娱乐消
费，生活过于枯燥单调了。在山大
路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靳宁宁认
为，年轻时可以“虐待”自己，但
不能 一 辈 子 这 样 ， 否 则 太 辛 苦
了。“我比较喜欢开源，不擅长
节流。钱花出去才能体现价值，
如果收入有所提升，也该买东西
‘犒劳’自己。”

以前年轻人都爱互相攀比，网上
常见晒年终奖、晒福利等“炫耀帖”；
如今却流行起“晒俭”。对此，山东大
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仪平策
表示，这说明物价上涨给年轻人生
活带来了压力。“另外，许多80后
年轻人工作之后，感到了生活的艰
辛和赚钱的不易，纷纷推崇效仿父
母一辈的节俭生活。”

交流高性价比消费方式 比比怎么过日子最省钱

岁末年初，年轻人“晒俭”

□记 者 彭 辉
通讯员 刘 勇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进入2011年，威海
高新区田和街道王家庄村的退休医生
王瑛就迈进了57岁的门槛。作为威海
市的献血“女状元”，她在年满55周
岁以后，向血站提出了继续无偿献血
申请，在体检合格后坚持无偿献血，
成为威海首个“超龄”献血者。

“现在临床用血非常紧张，还有

很多地方闹起了‘血荒’。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听到这些消息，哪能在
家坐得住呢？”1月4日，王瑛用朴素
的话语道出了自己虽已“超龄”仍坚
持献血的原因。

王瑛无偿献血开始于2001年，当
时她是威海高新区一家医院的大夫。
“当时，我国刚开始提倡无偿献血不
久，社会上接受程度还不太高，我就
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响应国家的

号召，也为周围的人做个榜样。”
这一献，就坚持了10年。王瑛家

中保存着11个无偿献血证，还有一个
放在随身的包里，准备随时捐献。一
开始捐献全血，后来开始捐献血小
板。10年下来，王瑛献血超过30次。
一开始献血，她还跟家人说一声；到
后来次数多了，也不跟家人说了，献
血回来照常上班、做家务。因此，当
市里表彰无偿献血者，王瑛因献血2

万多毫升当选威海献血“女状元”
时，家人都大吃一惊。

“每次献血都不用休养和补充营
养吗？”记者好奇地问道。“只要不
从事剧烈运动，献血之后没必要静
养，也不用特意补充营养。这么多
年，我去献次血就跟上趟街一样，回
来该干啥还干啥。”王瑛说。

2009年8月，王瑛年满55周岁。
我国献血法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

制度，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
民自愿献血。王瑛55周岁生日过后，
再次来到血站，提出了继续无偿献血
的申请。经过体检合格，血站同意王
瑛继续捐献。王瑛也由此成为威海第
一个“超龄”献血者。

“以前，当血库告急的时候，血
站工作人员会打电话询问我们这些
‘积极分子’，能否来献血。我‘超
龄’以后，他们也不好意思给我打电
话了，我就留意市内的电视和报纸，
只要得知缺血的信息，我就主动找上
门去。”王瑛说。

受她的影响，王瑛的儿子和儿媳
也都开始无偿献血。“只要身体允
许，血液达标，就要把爱心献到
底！”王瑛说话声音不大，但掷地有
声。

“只要身体允许，就要把爱心献到底！”

献血“女状元”超龄不言退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吕永国 报道
1月5日，临沭县小学生收到了写满安全常识的中国结。寒假春节临近，该县有关部门制作出一批写有安

全常识的中国结、书签等小礼物，送给即将进入假期的中小学生，以加强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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