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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女孩笔记本落在火车上
泰山火车站辗转帮她找回电脑

本报泰安 11 月 27 日讯(记
者 刘慧娟) 25 日，一名来爬
泰山的韩国女孩，不慎将笔记本
电脑落在高铁列车上，泰安站联
系了列车员和相关车站，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辗转，终于将电
脑完璧归赵。

26 日 17 时，京沪高铁泰安
站客运值班室里，在南京留学的
韩国女孩吴博楠忐忑地打开电
脑包，发现所有东西都在时，她
向两名客运值班员连声道谢。

25 日下午，吴博楠和几名
同学乘坐 G142 列车来泰安爬
山，在出站口打车时，吴博楠发
现笔记本电脑包不见了。“电脑

是让我同学帮忙拿着的，放在 5

号车厢的行李架上。下车的时
候，我以为他会给我带下来，可
他却以为我拿了，结果我们俩都
没拿。”

在几名同学的建议下，吴
博楠找到当时值班的客运员谷
晓 伟 和 崔 剑 ，谷 晓 伟 连 忙 给
G142 列车长打电话。由于车速
太快，等列车长找到电脑时，
高 铁 已 经 开 出 了 济 南 西 站 。

“ G142 开出泰安站后，要从济
南西站直达北京南站，而当天
从北京到泰安已经没有动车
了。”谷晓伟说。

于是崔剑又联系 G142 列

车长，暂时将电脑寄存在北京南
站，26 日一早，再通过北京至泰
安的第一班高铁 G105 带回。26

日下午 5 点多，吴博楠赶到泰安
站，在客运值班员帮助下打开
包，逐个确认后，她在失物确认
单上签名。“资料一点也没丢，配
件也都在，电脑也很好。太感谢
这些好心人了，谢谢。”

据了解，泰安站开通数月
以来，客运值班室每月都能收
集到乘客丢失的大小包裹上百
件，车站客运值班室收集各个
经停动车和站点的联系方式制
成表格，及时为旅客查找失物
信息。 韩国女孩吴博楠对照失物确认单。 记者 刘慧娟 摄

本报泰安 1 1 月 27 日讯
(记者 王伟强 周倩倩) 泰
城一 7 9 岁市民从去年开始
喜欢上拍鸟，经常带着面包
上山喂鸟，而且还剪下这些
天报道泰山鸟的报纸，保存
起来，教育其他人爱鸟。

“我现在每天都将报纸上
关于泰山鸟的报道剪下来，放
到 一 个 专 门 的 笔 记 本 中 保
存。”泰城市民侯长起说，他
今年 79 岁了，身体很好，退休
后经常和老伴外出旅游，喜欢
带着相机拍风景。“去年，我
们在天外村散步，发现一只鸟
在草丛中觅食，羽毛特别漂
亮，眼睛炯炯有神，看一眼就
让 人 喜 欢 。我 赶 紧 拍 了 下
来。”从那时起，侯长起就喜
欢上鸟、喜欢上拍鸟，拍鸟成
了他最大的乐趣。他从刚开始
对鸟的一无所知，变成了现在
的鸟类专家。每次外出，侯长

起都和老伴带着面包，看到鸟
就主动上前喂，“你去喂鸟，
鸟会对你亲切，看着它们主动
靠近，那种心情特别愉悦。”

侯长起的老伴说：“看到
报纸搞‘我爱泰山鸟’的活
动，他每天都出去拍鸟，昨天
去了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
今天早上不到七点，他就跑
到桃花峪拍鸟了。”侯长起从
来不觉得累，他还剪下报道
泰山鸟的报纸，专门保存起
来。有客人来家里，他就拿出
来给人家看，恨不得让大家
都像他一样爱鸟。

为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
识，普及爱鸟护鸟知识，展示
泰安地区丰富多彩的鸟类世
界，本报推出泰山鸟类图片
集锦，现面向泰城市民征集
泰山鸟类的照片。如果您平
时喜欢拍照，是泰山鸟类爱
好者，拍到过跟泰山鸟类有
关的各种照片，欢迎将作品
发送至征稿邮箱，本报将择
优刊登。请在照片上注明拍
摄人、拍摄地点、拍摄内容以
及 联 系 方 式 。邮 箱 地 址 :
qlwbzq@163 .com 。

剪下报纸存起来

告诉别人爱护鸟
25 日，泰安

市三里小学学生
有板有眼地唱豫
剧《 穆 桂 英 挂
帅》。该校豫剧课
程获泰山区优秀
校 本 课 程 一 等
奖，并申报泰安
市第四届优秀校
本课程和泰安市
中华优秀文化艺
术传承学校。

本报记者 白
雪 王世腾 摄

校内禁手机催生校外新商机

服装店干起充电生意
本报记者 白雪 赵伟

27 日，记者在文化路中段发
现，给学生手机充电成为不少商
店的副业，生意很红火。原来，附
近泰山外国语、泰山中学等学校
不允许学生带手机，住校学生与
老师玩起了手机“捉迷藏”，跑到
校外商店充电。

备下 20 多充电器

每天还是不够用

早上 8 点，文化路中段几家沿
街店铺开门营业，店内一块专门制
作的插座板，上面排满了手机充电
器，有不少手机电池正在充电。

泰山外国语学校一学生说，
学校宿舍不允许充电，一旦发
现，手机会被没收，所以他只好
到校外充电。“我们都在外面的
小店充电，一块电池 1 块钱，充
满能用两天，挺划算的。”

记者沿街观察，提供手机充
电服务的商店非常密集，30 米
的距离内就聚集了 6 家，这些店
面除了手机店，书店、综合商店、
服装店等也都设立了这项服务，

一块电池充电一次大都一元，但
有的小电池 5 角钱一次。

一位经营手机充电服务的
女士说，附近有泰山外国语、泰
山中学等学校，学生在校不方便
充电，所以才到外边商店充电。

“从开始经营到现在有一年多
了，现在我们这边每家店至少得
有 20 个充电器。”

旁边一家商店老板说：“很多
学生来充电，现在中学生没有手
机是很滑稽的事情。”他的店里一
天能有 50 多个学生来充电。

手机不让进校

查出要扣班级分

记者走访泰山学院附属中
学、泰山外国语学校、泰安市实验
学校、泰安一中等多所学校发现，
尽管学校大多规定不准学生在校
内使用手机，但仍有一些学生偷
偷把手机带到学校。

在泰山学院附属中学纪律
处分栏上，初三某班级的一位学
生就因为带手机被扣除班级量

化管理分数 2 分。该名男生称，
23 日中午午休时间，他借同班
同学手机玩游戏，正好被学生会
的人发现扣了分，“还好没没收
手机，要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跟
同学解释。”

从事小饭桌生意的程启阳称，
她的小饭桌上大多是初一学生，不
少孩子一出校门就拿手机按个不
停，甚至连吃饭午睡都不放开。“我
发现有些小孩经常用手机发短信，
手机键盘磨损得很厉害。”

学生确实该管

手机也看怎么用

大多家长认为，学生完全没有
必要带手机，让学生带手机上学只
会让他们分心。学生家长王世春就
称，由于手机的型号、款式、功能、
价格不等，很容易产生攀比心理，

“一些不健康信息借助手机短信流
入校园，对学生成长也会造成恶劣
后果。”

另一部分家长则认为，孩
子带手机可以随时了解到他们
的状况，在遇到紧急情况也方
便与家长、老师联系，而且一
些手机功能对学习也有帮助。

一位任课老师则担心另一个
问题，女孩子有手机，男生会主动
联系，容易引起早恋。为了满足学
生使用电话的需要，一些学校通
过开通公用电话方法来解决。泰
山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心理
发展教育中心主任陈淑萍称，在
信息化时代，完全禁止学生使用
手机是不太现实的，关键在于引
导学生如何正确使用，宜疏不宜
堵。

小小
穆桂英

小店老板在给学生手机充电。 记者 赵伟 摄

一只喜鹊在天外村的树
上休息。 侯长起 摄

一只池鹭在凤凰湖的芦
苇滩上觅食。 侯长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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