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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今日济南

“助贫迎春”第二次集中发放，地点在银座地下购物广场门前

百余贫困家庭明天领年货
本报1月13日讯(见习记者 修从

涛) 1月15日，本报张刚大篷车“助贫
迎春”活动将在泉城广场泉标旁的银
座购物广场门前举办年货集中发放
仪式，给100多个贫困家庭发放年货。
这也是张刚大篷车今年第二次集中
给贫困家庭发放年货。

自1月4日张刚大篷车“助贫迎
春”活动启动以来，本报接到400多条
相关热线，既有需要年货过年的贫困
家庭，也有想送年货或捐助善款的爱
心企业或个人。截至1月13日，在不到
10天时间里，张刚大篷车共收到热心
市民的捐款8800多元，以及米、面、油

各270余份。
1月8日，本报张刚大篷车在历下

区佛山苑社区广场举办了第一次年
货集中发放仪式，首批50个贫困家庭
领到了油、米、面等年货。之后，张刚
大篷车又联合热心企业或个人，走访
了近70户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了年
货。

1月12日，济南银座购物广场全
体员工积极参与到张刚大篷车“助贫
迎春”活动中来，组织了一次全员募捐，
用募捐的现金为贫困家庭购置了100份
年货。1月13日，一位自称“老兵”的先
生，给报社送来5份年货和2000元现

金，用来帮助困难家庭；还有一位热
心市民刘先生，将一桶油和一盒礼品
送到报社，要捐给贫困家庭。

带着热心企业和市民的浓浓爱
心，本报张刚大篷车将为第二批贫困
家庭集中发放年货。本报工作人员将
对这100多个贫困家庭一一电话通
知，请接到通知的困难家庭在15日上
午9点10分到泉城广场泉标旁的银座
购物广场门前小广场领取年货，市民
可乘坐1、5、14、39、49、66、72、80、
102、123、128、165、106、151、K59、
K91、K100、K51、K52、K96路等公交
车，到泉城广场站下车即到。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林媛媛 )12日上午，一位

热心市民带着两件羽绒服
和两份年货，来到位于济南
市南部的智慧星幼儿园，为
家庭贫困的外来务工幼儿
送上一份新年的祝福。

今年22岁的刘嘉禾现
在还在上大三，刚刚放寒假
回到济南。“看了报纸之后，
就觉得想尽自己的力量帮
助一下困难家庭，哪怕帮一
两家也可以啊。”

刘嘉禾带着年货首先
来到4岁的小雨家。小雨的
爷爷和爸爸都是环卫工，奶
奶和妈妈平时就在周边捡
些废品，一家五口租住在双
龙地区两间十平方米大小
的房间里。“过年倒是也没
什特别的准备，包顿饺子吃
就行了。”小雨的爸爸赵忠
春说，“就是孩子盼过年，想
穿件新衣服。”

刘嘉禾买来一件红色
羽绒服，亲手帮小雨穿上。

本报1月13日讯 (见习
记者 修从涛) 11日，本
报报道了烧伤少年张峻华
的事情后，不少热心市民伸
出援手。

12日，在一酒店当服务
员的冯女士打来热线，想给
烧伤男孩捐300块钱。在外
地出差的李先生也打来电
话，表示回到济南后给他捐
1000块钱。家住槐荫区的吴

先生特意将1000元钱送到
报社，并称“送给那些需要
救助的家庭。”

山师附小的许津玮小
朋友特地来到报社，询问张
峻华的病情和住院地址，表
示要将今年过年的压岁钱提
前预支送给张峻华。另外，苏
女士也打来电话，“我儿子想
把今年的压岁钱捐给张峻
华，尽一点微薄之力。”

本报1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修从涛) 12日，残
疾人高春才领着女儿卖
唱，只为攒回老家路费的
报道见报后，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军人给他们送去
了2000元善款。为此，高春
才非常激动，打来三遍电
话要向这位军人表达感
谢。

12日，高春才收到善

款后非常激动，想留下军
人的姓名和电话，却被婉
言拒绝了。为此，高春才
给报社打来三个电话，
向那位军人表达感谢。

“真是感谢这位好心人
啊 ，谢 谢 这 位 军 人 大
哥！”高春才表示，“我明
天就到车站买回老家的车
票，等对象感冒稍好一点，
我们就回东北老家。”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任志方 实习生 毕倩

倩) 领到五龙潭秦琼祠祈
福券的市民14日可以去寻
福了。

作为“2012泉城新年祈
福会”的重要内容，这个周
末，本报张刚大篷车联合旅
游、园林部门在五龙潭秦琼
祠开展“门神故里，济南寻
福”活动，领到本报发放的祈
福券的读者可凭券进园。

由于是最后一天发放
祈福券，13日，不少市民抓
紧时间前来本报领取。在农
科院工作的王女士说：“去
年祈福感觉这一年都顺畅
了，儿子拿了一等奖学金，
自己的职称也评上了，今年
一定还去。”

为了使未返乡的外来

务工人员也能感受济南的
春节欢庆氛围，本报还预留
了最后50张祈福券，欢迎未
返乡的外来务工人员拨打
本报96706热线预订，或所
在单位集体预订。届时可参
加周日在秦琼祠的祈福活
动。

负责本次活动策划的
幸福公社工作人员表示，此
次寻福使用了国际流行的

“都市寻宝”活动模式，届时
参加者持寻福地图，上面有
秦琼祠相关的建筑、碑刻、
塑像、壁画、匾额、楹联、器
物、民俗等30个小问题，参
加者寻找并填写答案后可
换取济南市旅游局赠送的
木版门神年画一张、福袋一
个，盖福章、系福袋、挂福
神，祭拜秦琼，祈求平安。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李钢) 身怀绝技的名老

中医端坐于前，弟子献花、
奉茶、行拜师大礼。13日，济
南市举行名中医薪火传承
授牌及拜师仪式，全市33位
中青年骨干中医师正式成
为20位名中医的学术经验
传承人。据悉，此后每三年
将遴选一批中医传承人，拜
名中医学艺，以促进中医文
化传承。

“虽然近几年国家大力
鼓励中医发展，但‘西医腿
长，中医腿短’仍然比较严
重。”济南市中医管理局局
长房泽国表示，尤其是部分

优秀的中医思想面临传承
危机。为此，济南市决定开
展济南市名中医“薪火传承
231工程”。

按照实施方案，工程计
划每三年评选20位名中医
和30位传承人，每人每年市
财政资助1万元，以加大中
医人才培养力度。师承关系
确定后五年内，中青年中医
师将跟随老师诊病，定期跟
师诊抄方，整理老师的临床
经验，撰写论文等，力争从
跟师学习中领悟“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中医精髓，传
承名中医专家的临床经验
和学术思想。

13日上午，山师附小2011级1班雏鹰小队的学生们来
到位于历下区的“我的兄弟姐妹”残疾人庇护所，与这里的
孩子们联欢，并送去了节日慰问品。

本报记者 陈文进 通讯员 刘艳 摄

张刚大篷车向外来务工者发出邀请

一起去秦琼祠请门神吧

33位年轻中医拜名师学艺

“孩子有了新衣服，就算过年了”

热心市民捐助烧伤少年 卖唱父女有钱回老家了

小雨穿上新衣服，腼腆地捂上小脸。 林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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