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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热点

该怎样表达对弱势群体孩子的关怀？市青少年文化宫的老师有个不成文的约定———

慰问孩子，先征求人家同意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刘新

礼品一包装

身价涨不少

本报1月27日讯(记者 李

园园 实习生 刘竹青) 27

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大型超
市及街头小商店发现，商家已把
各种用来走访亲友的礼品盒摆
在店里最显眼位置，而礼品价格
也随着精美包装上涨很多。

27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
大型超市及商店看到，喜旺大
礼盒、八宝粥礼盒等都已摆在
了店里的显眼位置。一家大型
超市甚至摆起了一米多高，几
十米长的礼盒“长龙”。而街头
小型商店内，平时空空的店门
前此时都已堆满了礼盒。

记者发现，各种礼品经精
美包装后，身价立马涨不少。在
市区某大型超市干果礼盒区，

一个净重一千克的板栗礼盒，

售价是86元；一盒净重1 .2千克
的核桃礼盒，售价是每盒97元，

而在该超市干果散称区，一千
克的板栗才卖20元，一斤核桃
售价是38元。在肉食礼盒区，某
品牌的鸡肉食品，每袋重400

克、两袋装的鸡肉礼盒，售价是
49元。“现在我们的礼盒都在搞
活动”工作人员介绍说，“这种
鸡肉礼盒买十赠一。”而在冷鲜
食品区记者看到同样品牌和克
重的鸡肉食品每袋售价为20 .5

元。记者算了一笔账，买22袋此
袋装食品需要花费451元，而购
买同样数量(11箱，折合22袋)的
这种包装好的食品，在搞活动
的基础上仍需要花费490元。也

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包装精美
的这种商品要额外花上39元的
包装费。

市民王先生说，虽然知道
同样的食品经过包装后价格会
上涨不少，但是送亲友还是会
选购包装好的礼品，这样才会
更显档次。

近日，烟台市青少年宫专门为外
来务工子女和贫困家庭子女播映了公
益电影《举起手来2》。然而，记者发现

来现场观影的并非都是这些特定群
体，其中还夹杂了很多普通家庭的孩

子。据了解，由于弱势群体孩子承受了
太多不愿承受的慰问。怎样去表达关
怀，越来越多的人达成了一种不成文
的意愿，那就是关心孩子，更要懂得从

“心”出发。

>>几番征求意见后 才去看孩子
年味一天天浓了起来，各

种送温暖活动如火如荼地展

开，弱势群体子女再一次进入

社会关注的视线。如何去表达
对这些孩子的关爱，烟台市青

少年宫的老师教了记者几招。

王蒙(化名)是SOS儿童村
的孩子，已在烟台市青少年宫

免费学习书法三年。从一开始

的低头不说话，到现在可以和

大家打成一片，王蒙有了一个

很大的转变。

春节就要到了，王蒙的老

师和同班同学都想去他家看

看，送去一些新春礼物。为了打
消孩子感觉自己特殊的念头，

王老师思虑再三才和王蒙说出

了他们的想法。在征得他本人

的同意后，王老师又给王蒙的

妈妈打电话，表达了想去看望
的想法。

“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

到像王蒙这样的孩子身份有

异，怕他年幼的心受到伤害。”

王老师说，“本来慰问是好心，

如果方式不当，对孩子心里产
生伤害将是永远都弥补不回

来的。”

正因为他们提前打好招

呼，王蒙展示了他多才多艺的

一面，令在场的人都大吃一
惊。“孩子终于可以放下戒备，

放下包袱，无拘无束地开心一
回了。”回来后，王老师接到王
蒙妈妈的电话，一颗悬着的心

才终于落下。

>>免费看电影 普通孩子做伴
“慰问孩子要征求他们的同

意，给孩子送礼物更要用心。”烟

台市青少年宫音乐活动部的郭

老师说。

26日上午，烟台市青少年宫

为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以及贫困

家庭的子女播映了一场免费的

电影。为了让孩子们能踏踏实

实、开开心心看这场免费电影，

少年宫的老师们费了不少心。

“本来是特别为务工子女准

备的，但是怕孩子们心里有压

力，认为自己和别人不同而不愿

意来，所以我们同时也邀请了普

通家庭的孩子。”

据悉，很多弱势群体的孩子

对少年宫还很陌生，甚至不敢走进

来看一看，为了给这些孩子一个平
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少年宫特地在

寒假期间开展了许多形形色色的

活动，包括让他们免费进宫体验乐

器，免费参加才艺培训等等。

“让他们愉快轻松地融入烟

台，感知烟台的民风民俗，让他

们能和城市里的小朋友一样，度

过快乐而充实的童年，这才是我
们的宗旨。”少年宫音乐活动部

部长曲东义表示。

>>孩子的心灵脆弱 关怀需要人性化
一位常年照顾孤残儿童

的妈妈曾讲过这么一句话：

平时鲜见的送温暖活动，一
到节日就接踵而来。

一些所谓的送温暖多是

流于形式，来了之后一阵狂

拍渲染，空留下一堆物品人

走茶凉，带给孩子的不是温
暖，而是愈发严重的“独特和

不平等”情结。面对这种慰
问，很多家长和孩子开始恐

惧、排斥这样的关怀，甚至变

得不喜欢过节日，因为他们

常常在高昂的慰问品面前却

抬不起头来。

基于此，烟台市青少年

宫副主任姜民表示，孩子是

希望，是无辜的，孩子的心灵

是纯洁的，不允许有玷污。所

以，他指出，关心关注孩子，

一定要讲技巧，关键还是要
以保护孩子的尊严为前提，

从他们的心灵诉求出发，尽

量不要伤害到他们。

寒冬街头义卖
27日，烟台一中20余名学生，

为了帮助患有抑郁症的患者，将
同学捐赠的书本，摆在街头进行
义卖，所得善款将全部捐献给患
有抑郁症的同学或者朋友。据烟
台一中七班徐晓阳介绍，有些同
学刚上高中后得了抑郁症，放假
后，大家一起商量将用不着的书
拿出来义卖，得来的善款捐给有
需要的人。短短两个多小时，他

们已经收到爱心善款200余元。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实习

生 张承林 摄影报道

三级“非遗”将现身毓璜顶庙会
周村芯子、皮影戏、吴氏太极拳、只楚庙鼓齐亮相

本报1月27日讯(记者 孔雨

童 通讯员 邓月华) 本年度

的毓璜顶庙会将于2月7日开始，

记者从市园林部门获悉，国家级

“非遗”周村芯子、皮影戏，省级“非

遗”吴氏太极拳及市级“非遗”只

楚庙鼓等都将现身毓璜顶庙会。

此外，今年使用煤气罐加工等存
在安全隐患的摊点将被取缔。

据了解，此次三级文化遗产
都将出现在毓璜顶庙会上。其中

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

阳大秧歌、周村芯子、山东快书、

螳螂拳、拉样片、腰鼓、舞龙、舞
狮、踩高跷、威风锣鼓、皮影戏、烟

台剪纸；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莱

州吴氏太极拳；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只楚庙鼓，以及根雕、草编、

泥塑、面塑、布老虎等。

最大的亮点是40多年前庙

会上曾经出现的“抬阁(芯子)、踩
高跷、庙鼓”同场演出的场景，将

在今年庙会重现。庙会期间，广

大市民可以近距离领略到传统
民俗文化的无穷魅力。另外主办

方还与烟台多家协会、研究院合

作，举办各类展览活动，包括：毓

璜顶庙会“猜谜语、对对联”有奖

竞猜、“瑶池园书画邀请赛”、“瑶

池园精品书画展”等。

今年的庙会把关十分严格，

重点挑选有特点、没有安全隐患

的摊点，用煤气罐加工的摊点一
律取缔。在安全保卫方面，将有保

安人员320人次参与此次活动，园

林处安排内部人员260人次，并成

立100余人的机动大队参与管理。

为了烘托气氛，本届庙会在

园容装饰上进行了创新。重点对

公园大门、主路、古建筑群、演出

场地等场所进行了装饰，突出古

色古香的特点，庙会现场共悬挂

灯笼1000多个，道旗200多面，喷

绘5000多平方米，同时结合各种

树挂、彩旗、横幅、串旗等，形成了

浓重的节日氛围，并根据实际需

要分别在东门、南门、西门、广场

等处制作庙会活动安排导游图5

处，更新、增加导游牌80多个，重

新布置庙会引导路线，购置音
响，完善语音提示广播等，确保

游览路线畅通。

90后新生打工族

回家过年“零上供”

本报1月27日讯(记者 李

园园) 27日，记者在火车站看
到，除了肩扛化肥袋、手提编织
袋的农民工外，具有“城市”气
息的90后农民工也随处可见。

但是新生打工族工作一年下
来，真正拿钱回家的很少，工资
基本上所剩无几。

27日上午，记者在火车站看
到，一群群“着装时髦、拉着拖箱”

的年轻民工赶着回家过年。在福
山区一汽车配件厂打工的刘滨，

只有20岁，已经在烟台工作两年。

“厂里还没放假，但天太冷了，我
想这两天就回家。”他一边磕着
瓜子一边对记者说，他的老家在
甘肃天水，在烟台上完技校后就
留下来工作。两年了一共给家里
五千块钱，“一个月2000元左右的
工资，基本上都花完了。”去年他
换了三个工作，现在手里一分钱
也没攒下。“过年回家了，没挣到
钱有点也有点不好意思。”

从聊城来烟台的打工仔小
汲，在烟台一电子厂工作。“没
挣到钱，过年回家也没钱交给
父母，只好给他们买点东西回
去了。”拖着行李的小汲说。小
汲在烟台工作一年了，，每个月
的工资两千元左右，每个月剩
不下几个钱。没钱给父母，小汲
给父母一人买了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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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子女免费参加古筝辅导培训。（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