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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洪斌 通讯员 李梦 伟娜 报道
本报莱阳讯 2月18日，莱阳市柏林庄街道于家店

村的两名6岁女娃不慎坠入结冰池塘。危急时刻，34岁
的退伍军人王树涛不会游泳却义无反顾地跳入冰窟，
在本村村民张为增的帮助下，成功将两个孩子救上岸。

2月18日下午3时，王树涛与同村的张为增正在村
委会二楼的俱乐部打扫卫生。忽然听到屋后传来撕心
裂肺的孩子哭声。王树涛从窗户上探头一看，屋后的
池塘里，两个小小的身体正在冰窟窿中扑腾。“不
好！”不及细想，王树涛直奔楼下，一个箭步冲向两
米多高的围墙，翻身而过，45岁的张为增紧随其后。

池塘最深处有2米多深，两个女娃已深陷水中。
王树涛顾不得脱衣服，直冲进零下十几度冰冷刺骨的
水中。紧随其后的张为增也赶紧冲进池塘，两人一
起，将两个孩子艰难地拉上了岸。

莱阳退伍兵王树涛

冰窟救女娃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杨秀萍 孟昭福 李延磊

◆阅读提示 : 一天一元，16年能攒多
少？这些钱能做些什么？聊城四中教师乔炜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资助了22名贫困学生。
“每天捐出1元钱，塞到妻子折叠的纸钱夹
里，积攒起来资助贫困学生。”16年，乔炜
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点滴爱心，温暖着别人。

3月3日，我们与乔炜有了一番对话。
记者：您把自己的慈善行动称为“点滴爱

心计划”，从1996年开始实施，当时的初衷是
什么？

乔炜：我小的时候，家里十分贫困，兄妹
一共七个，父母常常为我们的学费一元钱、一
元钱地东拼西借。1990年我大学毕业从教后，
每当看到有学生由于交不起几十元的学费而
面临辍学时，总会很难过。记得有一次跟朋友
吃饭，席间有人提到，潍坊某商校学生为患病
同学每天捐助一分钱，让我感触很深。我不吸
烟，酒量也不行，每天都能比朋友少花一点
钱，于是我当时就表态把省下的钱捐给贫困
学生。我的想法很简单，每天如果拿出一元
钱，一年就能积攒365元，那么就能救助一名
或两名贫困生。

记者：这么多年来，您救助的学生有没有
印象很深的？

乔炜：我所帮助过的好几个贫困学生，我
没和他们见过面，都是通过学校转交的，我不

是结对子，不想让他们对我有感恩之心。也有
几位学生印象很深。

2002年，我在聊城第一职业中专执教时，
一名同学因丢了一辆自行车而闷闷不乐，后
来干脆旷课。我就找他了解情况。原来，他的
父亲不久前出车祸去世，这辆自行车是父亲
为他上学方便给他买的，是父亲给他留下的
念想；如果再买一辆，家里拿不出钱来，他自
己也心存愧疚。我听说后，心情非常沉重，就
带他去买自行车。对他说：“新的也好，旧的也
好，只要你看着像你父亲留给你的车，花多少
钱老师都给你买！”他左看右看，选中了一辆，
我就毫不犹豫地掏出370元买下了。我记得很
清楚，他当时一直在流泪。

我资助过一个9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的爸

爸去服刑，妈妈远走他乡，她只能跟着八旬的
奶奶相依为命，多次面临辍学。她学习很刻
苦，还担任班干部，放学回家后洗衣、做饭，但
是学习从不落下。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就给她
送去3 7 0元钱和一些衣物。她家里虽然很破
旧，但收拾得很整洁。从这个小女孩身上，我
看到了在逆境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也受到
感染。

记者：每天从工资中“挤”出一元钱帮
助贫困生，坚持这么多年，你的真实感受是什
么？

乔炜：刚开始我的工资不高，365元相
当于一个月的工资，那时确实是每天“挤”出
一元钱来。近年来，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我
捐的钱也不断增加。现在我每年捐出的爱心
款不下1000元，我这16年总共捐助的钱大约
接近2万元吧。人生短短几十年，基本的生活
保障我们都不成问题。钱多少算多？官多大算
大？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帮助别人，感
觉很好，很有成就感和幸福感。没有这几百
元，孩子也许就辍学了，有了这几百元，也许
孩子就能坚持读书，能改变孩子的命运，不比
抽烟喝酒有意义多了？在我的影响下，一位80
多岁的老教师，也每年拿出1000元来资助贫
困生，他不图名，不接受任何采访。

我和爱人在聊城市卫生局登记无偿捐献
“造血干细胞”、眼角膜、遗体等。在我们百年
后，我们的器官，如果在别人身上发挥作用，
地下的我们和我们的亲人朋友会感到很自
豪。

乔炜：16年点滴爱心计划，
从1元钱起步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高伟仁 报道
本报昌乐讯 2月21日，昌乐县营丘镇河西村一

名老人在冰面上行走时，不慎落入冰窟之中，多名村
民搭起“人链”救起了老人。

当天，河西村村民孙建义在村边一条河的冰面上
行走时，不慎掉入一个冰窟窿中，几经挣扎，冰面越
裂越大，非常危险。河边有人发现后，立即呼喊“救
人”，河边很快聚集起了不少闻声赶来的村民。由于
冰层较薄，承担不起多人的重量，村民们便手拉手搭
起了十几米长的“人链”，并在老人身底下插入一块
木板，将其拉到木板上。几分钟后，老人被救起，并
被立即送往家中。

“人链”救起落水老人

□记 者 孟一
通讯员 梅花 报道

本报曲阜讯 “东宏集团要想实现新的
飞跃必须念好‘创新经’，加大高素质人才
的吸引力度”；“建议企业在制度设计、环
境打造、员工管理上更加精细化，现在的模
式还略显粗放”……

2月23日，在山东曲阜东宏集团有限公
司会议室内，一场特殊的会议——— 中共曲阜
市委十三届五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召
开。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市里的主要领导，还
有专门负责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的经信

局、财政局、科技局等市直部门和企业一线
员工，他们正围绕企业如何实施百亿发展战
略展开讨论。而在会议开始前，与会者都到
该企业车间认真考察，并进行了讨论，提前
开了一个预备会。

东宏集团作为曲阜市一家管道生产民营
企业，在短短5年内，上缴税金就由百万元
猛冲破亿元大关，显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
然而，处于加速上升通道中的企业却在与外
商合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东宏集团董事长
倪立营在会上道出了满腹苦水 :“我们正与一
家国外公司合作一个新材料项目，但土地手

续一直办不下来，可把我愁坏了。”如今，
随着常委会开上门问题迎刃而解，曲阜市委
书记李长胜当即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要求按
照依法办事的原则限期办结。

除了土地问题，人才、房产证办理、党
组织建设等一系列困扰东宏集团发展的问题
也都得到了正面答复。倪立营感慨说：“常
委会开到企业，不仅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燃眉
之急，还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拓宽了思路。我
们一定加快项目投产进度，确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热烈欢迎常委会常到企业来开。”

“常委会开到企业，就是要通过现场

‘解难题、找答案’，为企业发展解除后顾之
忧，帮助企业制定超常规发展的新路子。”李
长胜说，“深入一线，亲身感受企业发展的活
力，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和所想所盼，能够使
我们的决策更科学、更切合实际。”

据悉，早在去年3月，曲阜市就将常委会开
到了小雪街道武家村，以现场解剖“麻雀”的形
式，为建设“百强示范村”提供样本。李长胜表
示，今后，曲阜还要继续将常委会开到农村一
线、项目一线、工程一线，这样不仅能够让干部
接受教育,带头转变作风，而且可以让基层干部
群众参与进来,推进党务公开透明。

推进党务公开透明 让决策更加科学实际

曲阜:市委常委会开进企业

乔炜（右二）与同学们交流实施“点滴爱
心计划”的体会。

□王洪涛 臧德三 王珍 报道

3月3日，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街道东苗庄社区，
志愿者在为市民免费发放控盐勺、宣传健康知识。在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中，兰山区城区各街道、社区、
单位广泛发动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设立学雷锋
志愿服务工作站，面向广大市民开展服务。

目前，兰山区已建立起参与广泛、形式多样、机制
健全的志愿服务体系，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实现了向
参与主体多元化、活动常态化、服务专业化的转变。

□彭辉 王波 报道
本报文登讯 “再称点，还不够。”“多

了吃不了，就这些吧。”在文登天福瓜果蔬菜
批发市场一家干果店，经常出现这样的奇怪对
话：顾客想方设法多买，而店主则劝说顾客适
可而止。蹊跷的背后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

经营这家干果店的是一对来自东北大兴安
岭地区的夫妇，独生子杜威在文登市实验中学
上学。2011年6月的一天，正在考场上的杜威
突然呕吐不止，送医院经检查竟然是尿毒症。
尽管杜威在学校里入了医疗保险，但四处求医
再加上定期做透析，还是很快耗光了这个家庭
的积蓄。一家人负债5万多元，每月的透析费
和医药费高达5000多元。

在这种情况下，干果店不再仅仅是养家糊口
的经济来源，更是儿子的唯一希望。一家人的不
幸遭遇让周边很多好心人感到揪心，有些知情人
开始自发地到这个店里买干果。一传十、十传百，
更多的好心人找上门来。“自打孩子病了，顾客买
五六百、上千元的都有，不但不还价，有时还多
给。”3月3日，在自家干果店，说起好心人的举动，
女主人曹秀蓉抹起了眼泪。

文登市个体私营协会副会长杨诚是一家摩
托车销售公司的董事长，他不但自己买干果，
还动员更多的亲戚朋友以及生意伙伴去买。眼
下，杨诚正在积极奔走，准备成立一家爱心
社，发动更多的爱心人士搞义卖活动。“我们
的目标不仅是帮这个家庭缓解当前的经济困
难，更想通过义卖活动筹集换肾的医疗费，让
这个家庭彻底走出阴霾。”杨诚说。

买一份干果 献一份爱心

文登市民义买干果

救助患病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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