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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综合

岁末价跌“破烂王”生意淡
原来卖八九毛一斤的废报纸现在只能卖 6 毛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临近春节，家家户户

过年的气氛渐渐浓了起来，每到
年底，清理家中积攒的废品也变
成了一种惯例。虽然卖废品的市
民很多，但废品回收市场的行情
却不是那么红火，原来卖八九毛
钱一斤的废报纸，现在只能卖到 6
毛钱一斤，不光市民抱怨价格低，

就连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也都
直呼“不好干”。

11 日上午，记者在亚大怡景
花园小区一栋居民楼前看到，收
废品的王师傅正在整理刚从居民
家收到的废品，此时，他的三轮车
上早已经摞满了厚厚的一堆废纸
箱。“这一车东西都是从这个小区
收的，到年底了，卖废品的人比平

常多了不少。”王师傅说，最近这
一段时间，每天都能收满两三车
废品，其中废报纸和废纸箱最多。

“废报纸我现在收 6 毛钱一
斤，前两天收的时候还是七八毛
钱，废纸箱现在按 4 毛 2 一斤回
收，卖给回收站才 4 毛 6 ，现在废
品价格越来越低。”王师傅说，从
国庆节过后，废品回收价格越来

越低，像废纸箱就比之前便宜了
3 毛多钱，利润小了，挣的钱自然
也就少了。王师傅说，每到年末，
市民都会清理出一大堆废品，这
时候废品的价格就会压低，已经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今年废品
价格跌得非常快，几乎一天一个
价。

花园路一家废品回收站老板

刘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这个时候
来这儿送废品的都要排队，而现
在生意却比较冷清。由于生意不
景气，导致不少流动的收废品的
商贩已经不干了，提前准备回家
过年了。“回收来的废弃钢铁和报
纸都是某些产品的原材料，现在
很多行业不景气，使得废品价格
也开始下跌。”

“为了孩子我想活下去”
33 岁母亲患白血病没钱治疗，懂事孩子借纸写作业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记者
邹俊美) 2011 年 7 月，冠县粱

堂乡邹六庄村 33 岁的申巧先患
上白血病，治疗花去了家中所有
积蓄，还贷了款，现在由于凑不齐
医疗费，迟迟没有进行治疗。她 9
岁的儿子为了省钱，经常借同学
的纸写作业。申巧先说：“为了孩
子我想活下去！”

“来了四五天了，带的钱不
够，治疗方案一直没定下。”1 月
11 日，记者在聊城市人民医院血
液科见到申巧先，她正躺在病床
上打点滴。来医院前东拼西凑才
带了 1 万块钱，医生定的治疗方

案要花五六万元钱，因为钱不够，
治疗方案一直没定下来，来了好
几天，一直没治疗。

申巧先说，查出得病后她便
去济南治疗，住了 39 天院，花了
二十多万元钱，病情基本得到控
制，医生说可以回家休养，但每个
月还要化疗一次，由于没钱，每次
医生通知去化疗的时候，她就以
在吃中药为理由不去，最近她
总是口腔溃疡，而且总是不好，
去 医 院 检 查 才 知 道 病 情 复 发
了。

“还得重新治疗，家里一年
收入就几千块钱，之前看病的

钱都是借的，还贷了款，家里值钱
的东西都卖了，这次来看病，东拼
西凑一共凑了一万块钱，但这些
钱还远远不够。”说着申巧先的眼
睛红了。

申巧先的儿子今年才 9 岁，
上二年级，他非常懂事，知道妈妈
看病花钱多，从来不多花钱。申巧
先说，她发现儿子没有作业本，老
师让写的作业他都写在一张纸
上 ，儿 子 说 ，他 不 舍 得 买 作 业
本，每次老师让写作业，他就跟
同桌借一张纸。申巧先听后哭
了，她说，为了孩子我想活下去，
把病看好，好好地把他抚养长大。

知道农民工买票难

大学生网上帮他们订
本报聊城 1 月 1 1 日讯 (记

者 陈洋洋 通讯员 唐雯
王巧巧 ) 近日，聊城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的学生组织了爱心订
票活动，在网上帮农民工买火
车票，帮他们解决买票难题。

“希望能帮更多人买到回
家车票，也算我们大学生为社
会尽一点力。”聊城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杜兆
栋说，为帮忙解决民工买火车
票难的问题，生命科学学院志

愿服务队于银座商城建设工地
举办了以“‘ e ’键点击，直通回
家路”为主题的爱心订票活动，
为工地上外地的工友进行网上
订购火车票。因为很多建筑工人
都不会使用电脑，服务队队员们
为前来询问的工友们仔细讲解了
网上订票流程以及注意事项，还
在电脑上为大家边示范边讲解了
一遍，并让建筑工人亲自动手操
作，让他们也体验了一回网上订
票的感觉。

四位来自四川的建筑工人听
说志愿者可以帮他们在网上买票
很高兴，兴奋地搬着凳子坐在电
脑旁边，还掏出了身份证排队等
着，江苏的几位建筑工人也来咨
询买票。“网上订票实在是太方便
了，不用排队，以前排一天队有时
候还买不着一张票。现在只要坐
着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一名建筑
工人高兴地说，这是他买票最顺
利的一次了，只要找时间去火
车站拿票就行了。

聊城大学计划招 855 名艺术生
比去年增加 170 多个名额

省外计划比例提高到 32%

本报聊城 1 月 1 1 日 (记
者 陈洋洋 通讯员 李
云勇 ) 近日，聊城大学公布
2 0 1 2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计
划，名额共 855 人，全部为本
科层次，去比年增加了 1 7 0
多个名额。其中省内计划招
575 人，省外招 280 人，省外
计划的比例由去年的 25% 左
右提高到 32% 左右。

据了解，该校 2011 年就
比 2 0 1 0 年艺术类招生增加
了 8 个招生省份，该校在湖
南、山西、辽宁、河北、江苏、

江西分别设点进行专业校考
工作，考试分别将于 1 月 1 4
日到 2 月 21 日进行。

另外，为方便考生报考，
该校针对省内艺术类考生专业
报名继续采用两种方式，即网
上报名和现场报名，考生可选
择自己最方便的报名方式参加
报名。网上报名的考生只需登
陆该校招生信息网填写报名信
息，网上交费后自行打印艺术
类专业招生考试准考证即可参
加考试；该校在学术活动中心
同时设立现场报名点。

聊城市豫剧院《大明贤后》

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是省内唯一入选剧目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通讯员 司国
平 ) 聊城市豫剧院创排的优
秀剧目《大明贤后》作为山东省
唯一入选剧目进入 2010-2011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剧
目，并于 1 月 6 日在北京接受
国家文化部 2010-2011 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的授牌。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是
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一
项旨在扶持舞台艺术发展的重
大建设项目。工程自 2002 年启
动以来，共推出了 85 台精品剧
目，100 多台优秀剧目得到资
助，开创了政府扶持艺术创作
的新途径，对于精品剧目的创
作生产起到积极作用，极大地
促进当前我国舞台艺术创作的
发展繁荣。

《大明贤后》由我国著名

剧作家刘桂成编剧，著名导
演陈贻道执导，河南省“梨园
春”音乐总指挥、著名作曲家
赵国安作曲，著名舞美设计
师梁益强担任舞美设计，由
聊城市豫剧院排演，国家“梅
花奖”两次获得者、著名表演
艺术家章兰担纲主演。此剧
讲述的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
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一位质
朴贤德、心系天下的“大脚马
皇后”的形象。

《大明贤后》是 2 0 0 7 年
推出的一台精品剧目，全剧
以鲜活的人物性格和朴素的
生活情节，加以喜剧样式，潜
移默化中呼唤君臣、君民和谐，
实现国家大治。该剧已成为剧
院每“点”必演，和各地群众指
名“点演”的剧目，很多台词和
唱段被社会广泛传唱。

与已婚男子同居十年

女子“转正”不成告上法庭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崔希珍

牛福勇 ) 东昌府区女子胡
某与已婚男子王某同居十年，
育有一子，但王某迟迟不肯与
妻子离婚，激怒了胡某，胡某一
纸诉状将王某告上法庭。近日，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收到一件同
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案。
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工作人
员介绍，原告女子胡某今年 30
岁，被告王某今年 44 岁，均是
东昌府区人。2001 年胡某与王
某相识并相互产生好感，当时
王某已结婚。为了达到与胡某
同居目的，王某多次向胡某许
诺和自己的妻子离婚后与胡女
士结婚，胡女士于是不顾家人

和亲友的反对，与王某过起了
非法同居生活。同居期间，胡某
次催促王某离婚，结果王某总
是一拖再拖。

2008 年 10 月，胡某为王某
生一男孩。胡某认为这样可以
让王某加快离婚速度，结果王
某仍以种种理由推拖。如今孩
子已经三岁多了，胡某为了尽
快“转正”，多次跟王某吵闹，可
王某迟迟不同意同妻子离婚。
元旦后，胡某一气之下将一张
诉状递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
她与王先生解除同居关系，孩
子归她抚养，孩子的抚养费由
王某支付，另外还要求王某支
付她的青春补偿费等。

目前，法院已立案，法官已
开始对此案调查了解。

说起懂事的儿子，申巧先不禁掉下眼泪。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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