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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流浪猫狗，我们一起义卖”活动结束

本报捐出五千元义卖善款

本报3月13日讯(记

者 孔雨童 鞠平) 12

日下午，在莱山镇天使之

家基地，本报将义卖万份
《齐鲁晚报》所得的五千
元善款捐赠给了“天使之

家”协会，用于民间流浪

猫狗的救助。自此，本报

“救助流浪猫狗，我们一
起义卖”活动圆满结束。

12日下午，记者和

“天使之家”协会会长“可

乐”、十余名网友一起来

到莱山区莱山镇，看望那

里的流浪猫狗。“天使之

家”的基地是一座略显破
旧的土房，盖在一个碧波

荡漾的水库边。

还没走近，大家就听

到了一阵狗叫声。长宽各

十余米的小院，里面活蹦

乱跳着几十只小狗，记者

看到，它们有的跑起来一
瘸一拐，有的双眼失明，

有的得了皮肤病还没有

完全治好……

“现在还有六只狗在

医院。”“天使之家”会长

“可乐”告诉记者，目前协

会收养的，全部是一些老

弱病残的狗狗，有的在马

路上被车压伤，有的得了

病被主人遗弃。“能救一
只算一只，这些狗狗留在

街上，一方面很可怜，一
方面容易得病，在社会上

也是一种隐患。”

在基地旁边，本报

记者代表报社将自 2月
27日开始的、为期一周

的报纸义卖活动中，所

得的五千元爱心善款捐

给了“天使之家”，用于

市内更多流浪猫狗的救

助。在此，也对在一周时

间内参与活动的小朋
友，烟台大学、鲁东大

学、烟台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的学生，以及爱心

企业玄兴张包包、福莱

花苑物业公司表示感

谢。

《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愿与大家一起，在烟
台这个有爱的城市，将爱

继续传递下去。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王宁 通讯员 于福华)

几十年来每天坚持听广播了解相关

政策，居民有什么问题都直接找她咨

询。尽管每天既要照顾生意，又要解

答居民的疑问，但中台社区的王红霞

却忙得不亦乐乎，用她自己的话说

“别人来问是信得过我，我高兴还来

不及呢”。

13日，记者在楚凤一街附近的红

霞时装店内见到了王红霞。不到十平
米的小屋内，杂乱地放着各种衣服，

屋子右侧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老旧的

收音机，这架收音机就是她了解政策

的“源泉”。

“我平时爱听广播，有些政策了

解得就会多些。”王红霞本是中台社

区一位普通的楼长，自己经营着一家

名为“红霞时装店”的小店。

今年50多岁的于大姨是王红霞

的“常客”，因为搞不清“新农合”与

“新农保”之间的差别，一大早赶到小
店没见到人，又来了个“二次探访”，

追着王红霞问清楚才满意离开。

乐呵呵的王红霞觉得“人家来找

我，说明信任我”，但在一开始做这些
的时候，她也曾遭到质疑。有人甚至

问“你做了这么多，居委会每年给你

多少钱？”这时王红霞总是笑而不答，

“时间长了，大家就明白了”。

如今的王红霞已经成了小区的

“名人”，居委会工作人员传达信息

时，会先到她这讲解一番，“给她说清
楚了，很多人就明白了。”居委会何主

任深有感触。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赵

珂 实习生 曲彦霖) 顶楼

居民装修时动静很大，楼下居

民在饱受噪音“骚扰”的同时，

家中的一缸金鱼也惨受殃及。

13日，白石新城小区一位居民

向记者反映了他的无奈。

白石新城小区1号楼居

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们顶

楼一户人家装修已经近一个

星期了，“我在准备考试，但

是上面叮叮当当响声不断，

很受打扰，看书的时候要带

上耳机才能学得进去。昨天

晚上10点多，我好不容易就

要睡着了，却又隐约传来施

工的声响。”“而且动静很大，

墙体都被震坏了。”

13日，记者来到在白石

新城小区，看到1号楼楼顶包

着施工用的脚手架和防护

网，叮叮当当发出不小的声

响。在楼顶，装修住户门口堆

了十几袋混凝土。

在刘先生家里，刘先生

指着墙壁说，楼上装修的动

静实在太大，“你看这些裂

纹！”记者看到一面墙上有许
多裂纹，最严重的是阳台的

墙皮，已经被震下多块，零零

散散掉了一阳台。因为楼上

装修还没结束，刘先生救一

直把掉下来的墙皮堆放在那

儿，“想等楼上的装修完了，

再一起打扫。”

刘先生说，他们已经和

楼上装修的户主协商过，但

户主表示，只能加快装修进

度，唯一的方法只有一个字
“等”。对于装修所带来的噪

音，刘先生表示很无奈。

在忍受噪音的同时，最

让刘先生心疼的是家里的金

鱼。他家原本在桌子上放着

一缸观赏的金鱼，结果因为

楼上装修砸地时引起墙体震

动，把架子上摆放的闹钟给

震掉了，而闹钟就在鱼缸的

正上方，可怜一缸的金鱼，受

了无辜的牵连。

楼上装修动静大

楼下住户惨遭殃

捡着钱包该不该直接归还失主？
“做好事背贼名”的说法“惊”了好心人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毕文竹

辛苦找了四天

终于找到失主

8日，经过多天的寻找，

刘大叔终于找到了钱包的失

主，把钱包交给失主的那一
刻，刘大叔长舒了一口气。

“包里有驾驶证，办起来

很麻烦。”4日，刘大叔在自家

住宅楼三楼的窗台上捡到一
个钱包，钱包里有一张驾驶

证和一封证明信。因为找不

到证明信上的地址，刘大叔

带着钱包来到白石路派出所

打听，循着民警的指示，刘大

叔找了很久，才找到失主李

女士的家。

“我找过去的时候，家里

没人。”无奈，刘大叔只好将

自己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写在

纸条上，贴到了李女士的门

上。8日上午，李女士电话联

系上刘大叔，在文化路附近

一家文具店门口，拿回了丢

失的钱包。

尽管李女士多次口头对

刘大叔表示了感谢，但目睹还

钱包这一过程的一位市民却

认为，那些证件补办起来确实

很麻烦，刘大叔为这事跑了不

少腿，也花了不少钱，那个失主

只是简单地向他道谢，有些不

近人情。“照理说，起码要把车

费包了吧！”他这样说。

但在送走失主之后，听

到文具店的老板姜先生的一
些说法后，刘大叔庆幸没要
钱，“要不，还指不定别人怎

么想呢！”

主动归还丢失的钱包是

好事，但向失主要钱，就很容
易被认为是小偷，想挣双份

钱。9日，记者来到文化路附

近的玉兴文具店，店主姜先

生给记者讲述了他开店期间

听闻的一起“归还案”。

家住文化路的李先生，

在工作单位门口，车玻璃被

小偷敲碎，价值800多元的鳄

鱼牌钱包被“顺手牵羊”。没

想到几天之后，他就接到陌

生电话称捡到了钱包。等李

先生拿到钱包时，里面的钱

已经不见了，但他还是被要
求付了200元“辛苦费”。“虽

然没有证据，但李先生当时

就怀疑是小偷送的钱包。”姜

先生说。

记者采访发现，认为“还

人家钱包还得要钱就是小

偷”的市民不在少数。“有时

候谁也说不好，要钱的究竟

是好人还是小偷，可能一要

钱就容易被怀疑吧。”姜先生

若有所思地说。

但 这 其 中 似 乎 也 有

“特例”。一名在莱山区上

学的女生钱包丢了之后，

有 位 男 士 自 称 捡 到 了 钱

包，交 200块钱就会把钱包

送过来。这名女生因怀疑

那位男士的身份，并没有

去取，但几天后没拿到钱
的男士依然把钱包送到了

学校的传达室。

近日，家住文化路的刘大叔捡到一个钱包，辛辛苦苦找到失主，本来心里乐呵
呵地以为做了件好事，但在送走失主之后，听到的一些故事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心归还钱包反倒有可能被当成小偷！刘大叔担心做好事会背上贼名。

还钱包要点钱

易被当成小偷

9日，记者在文化路、翡

翠小区和市内一些公交站

点，进行了随机采访。对有人
主动打电话归还钱包的做

法，尽管多数市民并没有亲
身经历，但多数市民持警惕

态度。“找个朋友陪你去”、

“约到人流密集的地方归还”

是不少市民的首选。

“千万不要一个人过去，

最好找人陪着，多少得防着

点，以免遇到坏人。”在海滨

小区附近等车的于先生说，

不行就找民警陪着一起去。

“最好的办法是，去的时候

多找几个人，带些水果，人家大
老远的为咱送钱包不容易，也
得谢谢人家。”赵女士认为可以

采取折中的办法，注意措辞。

在采访过程中，“做好事

背贼名”的说法，让不少捡到

钱包表示会直接还给失主的

市民心生犹豫。如何既做了

好事，又不会留下“把柄”？有

市民提出，捡到钱包后，可以
上交给民警，让民警来处理，

自己出头，难保其他人没有

说法。

如果有人主动还钱包

最好还是防着点

刘先生家里阳台被震下来的墙皮。

“3·15”前夕，毓璜顶街道大海

阳社区邀请芝罘区工商局开展社区

育龄妇女维权消费咨询活动，在现
场，计生协会还发放了计生优质服
务宣传资料和免费计生用品。

通讯员 冷晓燕 摄

热心楼长每天听广播

政策吃得很“透”

居民有啥不懂的

都来找她

市民
讨论

格中台社区

格辛庄社区

格大海阳社区

“3·15”的温馨

前车
之鉴

还包
日记

这下可过足了戏瘾

为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营造欢乐、祥和、文明的社区氛围，13

日，东山街道辛庄社区举办了以“倡

导文明、共建和谐”为主题的“春之
声”戏曲音乐会，社区京剧艺术团现
场演唱了“穆桂英挂帅”、“白毛女”

“沙家浜”等十余个著名京剧选段，

引得观众掌声阵阵，让大家过足了

戏瘾。 通讯员 戚妍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