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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对族谱修缮不感兴趣，甚至———

爷爷叫啥名不少人搞不清
本报泰安 12 月 26 日讯(记者

周倩倩) 近日，泰安李氏一族完成了
本族族谱的修缮，不过，在寻根过程
中本次族谱修缮负责人发现，很多年
轻人对族谱修缮并不感兴趣，甚至有
不少人不知道祖辈的姓名。

记者了解到，本次续修族谱的为
泰安李氏一族，负责本次族谱修缮的
李和法说，这次修缮历时 3 年，走访
了泰安 36 个村庄。“在寻访过程中，
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对族谱很陌生，
对自己祖辈的历史也不了解，甚至爷
爷叫什么都不知道。这给寻访增加了
很大的难度。”李和法说。

今年 2 5 岁的市民李峰告诉记
者，复杂的辈分关系最让他头疼。

“爷爷叫什么名字我还真说不上来，
感觉寻根这回事离自己很遥远，很
多同事也不知道爷爷叫什么名字。”
李峰说。李爱鹏是这次李氏族谱修
缮的一员，他告诉记者，寻根过程中
见到一些年轻人，一般问到父亲辈
就打住了。很多年轻人对修缮族谱
不太“感冒”。

李和法说，与此形成反差的是，
年纪大些的人对族谱修缮都很支持。
今年 8 2 岁现居沈阳的李灿峰老先
生，得知要修缮族谱，多次从沈阳赶

赴泰安，帮助他们查找资料，还去山
西洪洞县寻找李氏后人。

泰山学院副研究员周郢说，近
几年来，泰安不少姓氏都进行了族
谱修缮，一套完善的族谱一方面对
完善历史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另
一方面能够辨明血缘关系，避免出
现近亲结婚及同族见面不相识的现
象。对于目前年轻人不太关注族谱
一事，周郢说，这跟年轻人所处的年
龄段有关系，年轻人处在纷杂的现
实环境中，关注个体较多，缺乏寻根
意识。等到中年以后，自然会提高这
方面的意识。

本报泰安 12 月 26 日
讯(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孙静波) 又到年末写年
终总结的日子。26 日，记者
调查发现，不少白领热衷上
网找“枪手”代写“年终总
结”，也有部分单位开始团
购“代写”业务，代写价位最
高要价千字 300 元。

“我本身就不会写东西，
又到了该写年终工作总结的
时候，想找一家好点的代写
公司帮忙。”在泰城一些论坛
上，出现了很多求助代写公
司的帖子。“年终工作总结和
年终奖直接挂钩的，如果掉
以轻心搞不好奖金就飞了，
偏偏我是理科出身，实在不
会写文章。”在泰城一家建筑
公司工作的王先生说，后来
他在淘宝上找了一家很受关
注的代写公司，说是每千字
200 元。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了

一下，能办理代写业务的
店铺就有 4 8 3 家，最高交
易的卖家一个月能接到
664 份订单。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代写工作总结价位
最 高 的 能 达 到 千 字 3 0 0

元，最低的千字也要 1 5 0

元。当用户付完部分定金
后，限定时间内代写公司
会将部分文字截图发给用
户，然后确定是否购买，而
代写公司一般都是按照职
务描述、业绩描述以及来
年计划等模板来写。

面对越来越多的网友
想通过代写公司来解决难
题，也有一定的风险。泰润
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先生提
醒，代写公司与用户之间的
交易，前提是用户需尽可能
的交代自己的详细资料，这
就存在用户隐私泄露的风
险，当事人也要付相关民事
责任。

本报泰安 12 月 26 日
讯(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孙静波) 龙年将至，泰城
不少夫妻打算生一个“龙宝
宝”，26 日记者走访泰城各
大医院发现，做孕期检查、
提前咨询床位预约的准父
母明显增多，不少准父母担
心预约不到床位。面对龙年
扎堆生子的压力，部分医院
提前增加走廊床位做好提
前准备。

26 日上午，记者来到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恰好
遇到前来咨询的刘玉霞，
她已经结婚三年，一心想
要个“小龙人”。“我的预产
期在明年 2 月中旬，担心
预约不到床位，就提前来
咨询。”刘玉霞说，她认识
的朋友里，赶在龙年生育
的就有四个。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孕
产妇系统管理处刘女士说，
来医院做产前营养的孕妇
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多。“明
年年初和年中，预计生孩子
的人数会爆满。”刘女士说，
现在准妈妈多是 80 后，对
住院条件要求很高，绝大多
数要求住单间，但医院无法
提供。该院产科病房护士长

赵女士称，面对龙年扎堆生
子的压力，医院专门召开会
议，增加了走廊床位。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任王凤莲说，近段
时间做产检的孕妇明显增
加，她一天看七八十位孕
妇。“下半年的门诊量明显
比上半年增加，都是生‘龙
宝宝’的准妈妈。”王凤莲
说，现在产科病房都已住
满，医院床位也很紧张，单
间病房更少，如果预约床
位，最少在预产期前一个
月。

泰安市妇幼保健医院
产科一病房护士长赵女士
说，部分做产检的孕妇对日
期也有要求。“有的孕妇图
吉利，想在明年正月初一或
是二月二‘龙抬头’剖腹产。
我们还是建议顺产。”

王凤莲说，不要注重
“良辰吉日”，宝宝健康才是
最重要的。过度集中生宝宝
很多负面效应也会显现出
来。例如 2000 年千禧年的
时候，宝宝扎堆出生，直接
导致 2006 年的入学难，以
后恐怕还会引发就业、结
婚、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
题。

本报泰安 12 月 26 日讯(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孙静波 ) 龙年春
节将至，泰城各大餐饮企业的年夜
饭预订也拉开帷幕。受原材料、人工
等成本上涨，今年年夜价格与去年
相比有所上涨，甚至有的酒店因此
退出了今年年夜饭市场竞争行列。

“从今年预订情况来看，和去
年同期预定人数差不多，22 个房间
现在已预订出去 7 个。”东方假日
酒店前台工作人员高女士说。在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该家酒店的年夜
饭分为 3 6 9 0 元、2 6 9 0 元以及 1 9 8 0

元三个标准。“今年泰城的年夜饭

价格普遍上涨，像是去年我们最低
标准是 1 2 0 0 元，今年最低标准则
是 1 9 8 0 元，除了菜品上做了调整，
最大原因来自物价上涨的压力。”
高女士说。泰安御膳楼有关负责人
宿先生表示，截止到现在，年夜饭
的预订率已超过了 80% 。其中，688

元、8 8 8 元这种价位的宴席是最受
欢迎的。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预订火
爆，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及各种费
用，让许多酒店都大呼压力倍增。

“一到年夜饭期间，最大的压力来自
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再有就是员

工三倍薪水的压力。消费者都觉得
年夜饭是利润丰厚，其实从往年来
看 ，已 经 显 示 出 收 支 不 平 衡 的 现
象。”泰山名人酒店工作人员称。

而东岳大街一家酒店工作人员
透露，酒店并没有看重年夜饭的利
润，但每年必办年夜饭，也是为了回
馈老客户，向市民展示酒店文化。

“餐饮行业目前都出现了用工荒，而
且一到年底这种现象会更严重，年
夜饭也变成了没有利润只有压力的
事情。”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目前泰
城一些中小规模饭店已经退出了年
夜饭竞争行列。

原材料、人工成本上涨导致收支不平衡

部分餐馆不再“掺和”年夜饭

本报泰安 12 月 26 日
讯(记者 杨璐) 为了预
防流感，就每天喝板蓝根
预防，没想到几天后身上
起了红疹…… 26 日，泰城
市民王先生来到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咨询，原来，这
是药物过敏的症状。医生
介绍，一些市民单纯为预
防感冒喝板蓝根的做法非
常不妥。

26 日，泰城市民王先
生来到泰山医学院附属医
院，他面色苍白，身上多处
出现红疹。经诊断，王先生
是药物过敏的症状。原来，
因为最近家人感冒，为了避
免被传染，王先生每天喝两

包板蓝根预防，没想到两天
时间身上就起了红疹。“我
倒是知道自己是过敏体质，
但是没想到这么厉害。”王
先生说。

医生介绍，冬季是流感
的多发时节，现在不少市民
确实存在一种误区，就是喝
板蓝根预防流感，其实这种
做法是不正确。医生介绍，
板蓝根也是一种中成药，大
量服用对人体有害无益，而
至于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流
感这种说法也是没有依据
的。医生建议，市民预防感
冒还是应该加强营养，多喝
水，多吃水果蔬菜，增强抵
抗力。

预防流感猛喝板蓝根
药物过敏浑身起红疹

准妈妈扎堆生“龙宝宝”
部分医院增加走廊床位做准备

网上热卖“年终总结”
千字最高叫价三百元

本报泰安 12 月 26 日讯(记者
邵艺谋) 26 日，泰山区财源街道办
事处财源社区工作人员把食用油和
面粉送到了社区独居和困难老人手
中，一位老人看着送来的油和面高
兴地说：“有油有面，能过个好年
了。”

26 日一早，财源街道财源社区
工作人员和爱心企业员工一起，带

着精心准备好的面粉和食用油，来
到辖区独居老人王宣兰家中。今年
91 岁的王宣兰独自一人居住，身边
没有任何人照顾，而且身患疾病需
要常年服药，生活条件很困难。

随后，工作人员又来到困难老
人吴金梅家中，今年 86 岁的她不仅
行动不便，还要照顾 50 多岁身有残
疾的儿子。吴金梅说，她和儿子的生

活费和药费只能靠低保金和每月
55 元的养老保险。

泰山区财源街道办事处财源社
区郭玉山告诉记者，社区这次共选
出 6 户独居和困难老人，他们几乎
全都患有重病，而且身边少有子女
照顾。“社区每年都会和爱心企业一
起，尽力帮助这些老人。”

“今年又能过个好年了”
财源社区给独居和生活困难老人送去油和面

王宣兰老人从爱心企业员工手中接过食用油。 记者 邵艺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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