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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洪斌 隋翔宇
本报通讯员 王成刚 郝兆雪

“听说咱龙口有人给淄博的一个白血
病男孩捐了10万元，救了人家的命。”这
样一则故事近日在龙口市民口中传开。

现年6 3岁的史殿坤，是这则故事的主
角。他在龙口开发区经营一家车辆配件企
业，是该市芦头镇庵夼村走出去的“能人”。
去年8月他为淄博17岁男孩李佳宸一次性捐
了10万元的“救命钱”。在采访过程中，史殿
坤更多的热心公益的事迹也呈现出来。

如今在他的老家庵夼村，不管大路小
路全部都已硬化。村支书史殿来介绍，仅
村外通往村里的大道，史殿坤一次就捐了6
万元，现在村里路面硬化率是100%，由于
捐款次数太多，史殿坤捐助修路的钱到底
有多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一次道路
硬化差16000元的水泥钱时，史殿坤二话没
说当场就拿出20000元捐给了村里，给村里
解了“燃眉之急”。

村里90岁老人姜淑英精神头依旧很
好，她高兴地说：“今年啊，殿坤又给了
我1000块钱，我都不知道我这是花了殿坤
多少年钱了。”姜淑英说的是史殿坤自
1992年起就为村里捐钱救助60岁以上老年
人和困难家庭的事儿，村里人都说，光这
一项支出，一年也得一两万，难得的是他
一捐就是20多年，村里人都很感激。

对于这两件惠及乡亲的实在事，史殿

坤却不愿“居功”，“生在这里、长在这
里，如今我富了，也要让乡亲们跟着沾沾
光，我没啥高境界，村民和气、村里干
净，咱高兴。”话是这么说，但他的捐助
却从不懈怠，2014年村里打水井，他又捐
了6万元；镇里号召企业家为芦头中学100
名优秀学子捐助学金，他积极响应，每年
捐款2万元；大傅村集市堵塞交通问题由来
已久，他捐钱解决了这一难题……

“你们不要报道我，在龙口做公益的人
很多。”在采访的过程中，史殿坤总是在重复
表达这个意思。他说，就是在他家，也不仅仅
是自己在做，妻子朱红梅更是热心慈善。朱
红梅是五星级义工，她参加的龙口市鸿雁
义工队基本每个周都有慈善活动，这些慈
善活动也不断地感动着史殿坤，促使他更
加积极地投身于公益活动。

2013年，史殿坤夫妇资助了石良镇的
一个小姑娘，并决定无偿资助到她上完大
学，一家人除了资助孩子学习费用外，还
经常带着礼物到她的家乡去看望孩子，希
望这个孩子能够快乐地成长。2014年，夫
妇俩通过电视获知淄博的一个小伙子患了
白血病缺钱做手术，一次性捐助10万元，
并亲自赶往济南的医院去看望……

近年来，史殿坤夫妇每年用于公益事
业的金额都在20万左右，而且是年年坚
持，去年更是达到了近30万。即使如此，
他们夫妇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微不足道，
希望自己能够做更多的事儿。

10万救命钱

引出“活雷锋”
□ 本报记者 曲旭光 赵丰

本报通讯员 张凯莉 郭传义

1月9日，开发区市民曹峰的钱包丢了。
“里面一共有3850元、各种证件、银行卡以及
一张红十字会接受捐款的单据，还有一张手
写的捐款记录。”曹峰说，“当时我就想到
钱包应该是被小偷偷走了。”

这3850元是曹峰为患癌邻居发动捐款所
获得的善款，钱丢了，曹峰又急又悔。他没
来得及报警，赶紧去银行取了3850块钱给邻
居送去了。

让曹峰没想到的是，当天，他丢失的钱
包竟失而复得。在一个超市的储物柜中，曹
峰看到了自己的钱包，不仅里面的钱和证件
无一丢失，还多了一封信———

“我是一个从外地来烟台的青年人，因
为交友不慎走上偷东西这条路。当发现我偷
的失主是个给别人捐款的好心人时，我很受
感动。快春节了，我下定决心赶回老家，找份
工作，好好生活。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
了，只剩下年迈的奶奶。为了奶奶，我还不能
自首 ,只能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把救命钱还给
失主。希望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像失主一
样的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信
尾的署名是：一个被感动的罪人。

“当时我女儿突发奇想，想在捐款记录背
后写点什么，没想到这竟能改变一个小偷的
人生。”曹峰对记者说，记者从捐款记录背面
看到，曹峰正读初一的女儿曹梧桐用稚嫩的

笔体写着：“有一位王叔叔,他有一个脑瘫儿
子 ,生活极其困难。后来又要了一个小女孩 ,
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就在这幸福快乐的时
刻,他的妻子得了癌症。我通过我爸爸知道了
这件事，所以我拿出了我的所有零花钱,捐给
了王叔叔。希望他的妻子能够早日康复,我还
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帮助他们……”

记者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曹峰从老
家吉林来到烟台后，就在开发区蹬人力三轮
车谋生。尽管收入微薄，但那时候，曹峰对
乘车的老年人都不收费，不仅如此，他还经
常组织车队为有困难的老乡或其他需要帮助
的人捐款。因为曹峰为人热情，每次一号
召，大家都积极响应，这支三轮车队伍也被
称为“雷锋车队”。

曹峰说，至今为止他也数不清自己到底
捐了多少钱，只知道，这些年下来，自己没
攒过什么钱，至今和女儿、父母住在一套房
子里，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可是曹峰觉得，
能吃饱饭就行，穿得好点差点无所谓。

这封忏悔信的事传开后，曹峰热心公益
事业的事迹才逐渐被身边的人所了解。他所
在的公司专门开会向他学习，并奖给他2000
元。曹峰随后又把这钱送给了需要帮助的人。

曹峰说，通过这件事，更坚定了他做善
事的决心。“这个社会需要正能量。我相信
通过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我们这些微不
足道的行为，足以汇聚成一股洪流，温暖、
影响、改变更多的人，为我们的社会送去更
多的正能量”。

一张爱心捐款单

感动“小偷”从善

■编者按：近年来，烟台
市好人群体不断涌现。从全国
道德模范“最美女孩”刁娜，
到“感动中国”的拾荒助学老
人刘盛兰，从最美“高富帅”
周江疆，到最帅“西装男”孙
义良，再到徒手接住坠楼者的
“托举哥”蒋兴保……烟台好
人层出不穷。讲述好感人故
事，也是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一
种方式。

□郑书伟 徐忠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了

解到，去年全市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8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24名，挽回经济损失4 . 7亿
元。

据介绍，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
烟台市公安局坚持从源头预防经济犯罪，提请烟
台市政府加强防范和打击经济违法犯罪协调会商
机制建设，建立由18个成员单位组成的领导小
组，以金融、财税、商贸等领域为重点，加强经
济犯罪风险分析研判；完善刑事、行政“两法”
衔接，与全市83家行政执法部门实现“部门间信
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导入工商基础信息、行政
执法信息等105万条；与102家大型企业、10家物
流企业总部建立警企共建机制，拷贝企业产品和
物流运单信息660万条，形成了社会资源共享机
制。据统计，去年全年，烟台共受理各类经济犯
罪案件51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24名，受理案件
数同比下降8 . 3个百分点，打击处理人数同比下
降53 . 4%。

188起
去年重拳打击经济犯罪

■聚焦烟台感人故事

□ 本报记者 杜晓妮 隋翔宇

综合体流行“主题餐厅热”

“烟台首家无餐具的手抓饭，甩开膀子吃地
道海鲜。”1月22日晚，头戴俏皮红色螃蟹帽、身
穿黑白相间海魂衫的店员，在万达广场3楼招揽
顾客。

在去年开业的烟台万达广场和大悦城两座
城市综合体中，别具特色的主题餐厅比比皆是，
特色的装修、精致的菜品、周到的服务获得烟台
消费者青睐，餐厅外常常坐满了排队等餐的顾
客。

“主题餐厅赋予了餐饮新概念，营销的是一种
主题文化。”鲁东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俞
祖华认为，主题餐厅更加注重主题文化的深度开
发，以其所倡导的文化氛围让顾客“亲临”世界
一端，重温某段历史，了解一种文化风趣。

主题餐厅的出现，也被视为服务业顺应市
场消费需求的主动转型。“人的需求分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
需求。主题餐厅的走热，与人们的多种需求有
关。”俞祖华说，“人们要求被尊重，要求一个高
大上的社交氛围，要求一个高雅的社会认同，当
然也包括饮食本身更环保，更安全，更特色。故
而，主题餐厅不是简单提供一餐的场所，而应承
载更多现代人更高层次的需求。”

百货受电商冲击大

与热闹红火的餐饮相比，百货业虽与其同
居一个“屋檐”下，境遇却大不相同，看得多买得
少，逛得多试的少。

以万达广场为例，百货主要集中在一楼和
二楼，在记者走访的一个小时中，一楼主打服装
尚有些许顾客，整个二楼放眼望去门庭冷落，很
多店面只有店员，出现几对客户，也都是带着孩
子去同在二层的游乐园。

记者随机走进一家服装店，店员告诉记者，
他们属于B类店，每年的销售收入要低于A类
店，“我们刚开业两个月左右，销售情况很一般，
很多顾客都是奔着三楼的餐饮去的。万达的位
置与振华一街之隔，许多老客户尤其是高端人
群依然习惯去振华购物。”

在鲁东大学商学院院长孟祥华看来，这是
互联网技术和交通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两
种技术的结合促使社会组织扁平化，顾客与生
产企业间的中间环节大大减少，信息更加对称，

物流更加便捷，价格大大降低，交易方式呈现电
子化，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网购。”

“传统百货大楼式的店铺销售模式将越来
越步履维艰，只有变成具有线下体验、展示、电
子订货功能以及休闲娱乐功能的休闲体才是出
路。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商
业模式。”孟祥华说。

综合体“现象”背后的问题

与万达广场和大悦城这些刚进入烟台市场
的新项目相比，落户烟台近十余年的百盛更具
有代表性。

据公开报道，烟台百盛餐饮娱乐与百货业
态的营业收入占比已由4:6变成5:5，这意味着仅
占一层楼的餐饮娱乐业,与占四层百货业态，在
营业收入上“平分秋色”。

实际上，不仅是烟台，综合体“现象”在全国
范围内已屡见不鲜。业内曾有关于购物中心业
态经营的“黄金比例”，即购物、餐饮、娱乐分别
为“52：18：30” ，但这一结构正在被不断打破，

餐饮娱乐比重呈现不断提升的势头。
孟祥华认为，之所以有这种“冰火两重天”

的境遇，不可否认电商的发展的确对实体店造
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也与城市休闲公共服务
设施短缺不无关系。“现代工作生活节奏加快，
朋友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减少。购物可以通过电
商解决，但综合体也承载了休闲功能，便自然成
为人们聚会的一种重要选择。在城市短暂外出
休闲的公共设施短缺的情况下，综合体变成‘小
吃城’折射出城市休闲公共服务设施短缺、人们
短暂外出休闲方式单一的问题。”

孟祥华认为，在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休闲
理念也深入人心，“若将休闲时间投放在吃饭、
喝茶、唱歌上，不免也有些浅薄，阅读也应该成
为居民休闲的主流。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
要政府统筹规划，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虽不能
一蹴而就，却也是利在千秋的好事。”

“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城市的发展与规
划也应顺势而为。政府不仅可以引导传统百货
转型增强城市休闲能力，也可以借助综合体的
力量完善休闲功能，这是一个互利互赢的过
程。”孟祥华建议。

购物、餐饮消费呈现“冰火两重天”

城市综合体，缘何成了小吃城

□于冬亮 李梦 报道
近日，莱阳市的志愿者们到该

市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为老人洗
头、剪指甲，并为老人宣讲安全用电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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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妮 付东坤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记者从烟台市科学技术

局获悉，全市共获得省科技奖27项，其中企业申
报20项，占到总数的74%，烟企也同时斩获企业
创新奖“六连冠”。随着烟台市一批在行业内具
有一定话语权、研发实力雄厚企业的涌现，企业
已成为烟台科技创新的主体。

“今年，我市获省科技奖励呈现获奖数量
多、层次高，创新主体突出，创新持续能力强，
创新渠道广等特点。”市科技局局长许前东说。
烟台推荐的“南山铝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获企
业科技创新奖，这是烟台自2009年此奖项设立以
来的“六连冠”，与烟台德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深入合作的美籍科学家陈田安获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勇夺该奖“三连冠”，均是全省17市最
高。“企业科技创新”奖申报要素多、门槛高、
授奖数量少，是对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考量。

获得的27项省科技奖中包括，国际科技合作
奖1项，企业科技创新类进步奖1项，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3项，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和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15项，科技进步奖三等奖7项。

27项
省科技奖烟企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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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Wi-Fi兼顾公共性和安全性

是市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核心提示：随着大量一线房企进驻烟台，城市综合体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2014年仅市中心区就有大悦城、万达广场等多个综合体开门营业。但就各
大综合体购物、餐饮结构而言，普遍呈现餐饮一头热的现状。

导读

政 经

从象牙塔走向农村大舞台

大学生怎么当村官？

□记者 曲旭光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

对烟台市11个县(市、区)共计728个畜禽养殖规模
户和87个非农业生产单位跟踪监测调查显示，
2014年全市生猪、牛、羊和家禽生产总体发展稳中
有降。

截至2014年12月15日，459家养猪规模户和47
家非农业生产单位生猪存栏56 . 8万头，比上年同
期减少14 . 2万头，下降20 . 0%。其中，待育肥猪存栏
33 . 2万头，比上年同期减少9 . 3万头，下降21 . 9%；种
猪存栏7万头，比上年同期减少2万头，下降22 . 2%。

同期，生猪出售28 . 5万头，比上年同期减少6 . 8
万头，下降19 . 3%，生猪出售价格每公斤13 . 71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 . 5%。就去年全年走势来看，该市
猪肉价格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态势，其中，一季
度生猪出售价格为每公斤12 . 75元，二季度为12 . 43
元，三季度为14 . 10元。

7元
生猪出栏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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