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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省外院校艺考报名拉开序幕
潍坊报考点昨日率先接受报名，受天气影响报名人数较少

本报潍坊1月30日讯(记者
付志锦 秦国玲 ) 1月 3 0日，
2012年省外院校艺术类专业测试
报名第一天，潍坊市作为山东省
内最大考点，艺考报名首日共有
12所省外院校开始接受考生报
名。截至下午5点，已报名3877人
次，由于受到大雪天气影响，报名
人数较去年相比明显减少。

30日上午，记者在通往潍坊
市富华国际展览中心的路上，看
到了从各地赶来的艺考考生。昨

夜的一场大雪，给背着画夹、提着
颜料、带着乐器的艺考生们的出
行带来了很多不便。来自潍坊诸
城的薛云飞告诉记者，由于雪天
路不好走，比预计晚到了一个多
小时。

记者在富华国际展览中心看
到，报名现场有点冷清，高校展位
也未全部就绪。江苏师范大学(原
徐州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
高校报名点前，排队人数相对较
多。湖北大学、辽宁科技大学等高

校少人问津。
据江苏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相对其他学
校来说，江苏师范大学报名人数
相对较多，到下午两点，已有600
多人报名，音乐学专业报名人数
最多。但受到大雪天气影响，报名
人数比去年还是减少了很多。

从烟台赶来的由美鸿报考的
是美术专业，30日一大早，她就在
妈妈的陪伴下坐火车赶到潍坊。
记者看到，由美鸿和妈妈手里，拿

着不少高校的招生宣传单页，由
美鸿的妈妈告诉记者，今天来报
考点主要是提前过来了解一下各
个学校的情况，晚上回去商量之
后，明天再来报名。

据潍坊市招生考试办公室统
计，报名首日共有12所省外院校
开始接受报名，截止到下午5点已
报名3877人次，潍坊市这场大雪
会让不少外地考生无法顺利到达
现场，预计31日前往现场报名的
考生会陆续增多。

本报滨州1月30日讯 (记
者 张卫建 通讯员 程
树文 李春霞) 1月28日上
午，一辆轿车行驶在黄河大
坝滨州市境内时，为躲避迎
面驶来的一辆农用三轮车
飞入黄河，司机被困冰面。
在民警的努力下，被困司机
被成功救出。

1月28日上午8时34分，博
兴县公安局乔庄派出所接到
滨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
令，在黄河大坝博兴县乔庄镇
境内发生一起车祸，有车辆落
入黄河，司机被困冰面。乔庄
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赶往黄
河大堤，由于在堤岸上看不到
落水车辆，民警只得下堤寻
找。约十分钟后，民警在黄河
打渔张引黄闸西侧水里发现
一辆黑色轿车，冰面上趴着一
名接近昏迷的中年男子。

此时，120急救人员也赶
到了事发现场，民警穿上救生
衣入水，将绳索拴在司机身
上，将其成功拖至岸上。经
救治，司机脱离生命危险。
据了解，司机姓张，滨州市
人。当天上午，张某从东营
赶回滨州，在黄河大堤行驶
时迎面驶来一辆农用三轮
车，由于车速过快且路面较
窄躲闪不及，张某猛打方向
盘致使轿车直接飞出路面
跌入黄河。事发后，张某从车
窗挣扎爬出趴在冰面上并拨
打了报警电话。

本报莱芜1月30日讯 1
月23日，莱芜一家加油站的员
工在独自值班时，捡到一个装
有两万多元现金及财物的手
包，几经周折最终物归原主。

1月23日，正是大年初一，
9时许，驾车回莱芜老家的周
先生路过莱芜张家洼时，到路
边中石化加油站加油，他顺手
将手包放在了车子后备箱上，
车一启动手包就掉在了加油
站的地上。直到11时左右，正在
拜年的周先生接到加油员打来
的电话，才知道自己的手包丢
了。周先生发现，对方的电话已
经打了5遍，而自己正在拜年，
当时并没有察觉。

据了解，打电话的人叫吴
玉贞，是个21岁的漂亮女生。
当天由于是大年初一，加油站
只有吴玉贞一个人值班。“我
当时就想等着那位先生回来
拿吧，结果等了一会儿也没人
回来，我这才打开手包，找到
了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吴玉
贞腼腆地笑着说。周先生介
绍，手包内除有2万多元的现
金外，还有银行卡、身份证、加
油卡等。

(闫秀玲 于晓敏)

开水泡馍

养大兽皮痣女孩

1月30日上午，济南军区总医
院美容科换药室。

揭开纱布换药的时候，倩倩
想照镜子看看脸上的黑痣是否真
的没了。养母张女士在一旁赶紧
告诉她，的确是没有了。

“光脸上就有61颗大小不一
样的黑痣，这次除了一个特别大
的，其余小一点的都去除了。”张
女士很欣慰。她看着拿着一个小
镜片反复照自己的女儿，又是高
兴又是难过。她知道，因为脸上、
身上布满了兽皮痣，倩倩自懂事
起就不喜欢照镜子。

“那是12年前的一个冬天。”
张女士回忆起收养她的情形，“天
很冷，她就被放在村边一口井旁
的麦秸垛里，脐带还在，哭得声音
都嘶哑了，小腿踢开了包裹着的
被褥，露出了她身上的黑皮，大家
都围着看，没人敢抱，怕是什么传
染病。”

犹豫了一下，当时已经40多
岁的张女士把孩子抱回了家。“怎
么着也是一条命啊，怎么能见死
不救呢。我们只要有口吃的，至少
不会让她饿死。”

“家里没有钱，只能买五六块
钱一袋的奶粉，更困难的时候连
这也买不起，只能用开水把馍泡
开，放上白糖给她吃。”张女士说，
好在孩子不挑食，有什么吃什么。

家里负担如此重，还收养这
样一个得了怪病的孩子，村里很
多人不解。张女士说，“就是觉得
如果眼睁睁看着小孩冻死饿死，
良心上过不去。”

三个孩子上学，一个孩子嗷
嗷待哺，这个家更加穷困了。“菏
泽单县人都爱喝羊汤，而当时我
们家十来年过年都买不起羊肉，
喝不上羊汤。”张女士说。

在这个贫穷的家庭中，倩倩
逐 渐 长 大 了 。由 于 身 上 的“ 兽
皮”，村里的小伙伴都怕她，不
跟 她 一 起 玩 ，嘲 笑 她 是“ 黑 老
包”。上小学后，班里同学嫌弃
她，没人愿意跟她同桌，她跑回
家哭了一场，死活不肯去上学了。
在父母的劝说下，这才一个人坐
一张桌子，坚持上学。

丑小鸭

多想变成白天鹅

众人的歧视让倩倩性格内
向，怕见人。“就喜欢呆在家里跟
哥哥们玩，一放学就回家，不愿出
门。”张女士说，由于她的身世可
怜，家人都很宠溺她。“从小到大，
从来没打过她一个巴掌，有什么
都紧着她吃。她的哥哥们都说她
比亲的还亲。”

养父更是宠爱她。倩倩也很
依赖养父，不管养父到哪，她都跟
着。在倩倩8岁那年，养父出车祸
身亡，她守在养父遗体前一直不
肯离开。

给倩倩看好病一直是全家的
心愿，但最初倩倩三个哥哥连学
杂费都交不起，更别说花钱治病
了。因而这怪病就成了全家人的
一块心病。“如果不能治也就算
了，如果因为没钱耽误了治，真的
是对不起孩子。”张女士说，她知
道女孩子长大了，爱美了，心里越
来越不能接受自己的外貌。“她最
喜欢丑小鸭的故事，有时候跟我
说，要是她做一个梦，能变成白天
鹅就好了。”

随着年龄增长，倩倩身上黑
色的面积越来越大，颜色也越来
越深，上面还长出了黑色的毛发，
越来越粗糙，这让张女士心里越
来越着急。

在三个哥哥陆续大学毕业
后，张女士开始考虑为倩倩治病。

“三个哥哥都很疼她，对这事儿也
很上心。”她说，最小的哥哥在济
南打工，抽空就来陪倩倩。

“有多少钱就花多少，砸锅卖
铁也给孩子治，能治多少治多
少。”她说，现在倩倩面部的黑痣
基本去除掉了。下一步将着重去
除胳膊和腿上的兽皮痣。“听说光
这些就要几十万元，到哪里去弄
这么多钱呢？”

“能去黑皮，

再疼也能忍受”

身世不幸，让这个年幼的孩
子早熟而懂事。

1月20日，济南军区总医院美
容科针对倩倩面部的黑痣进行了

环钻去除手术，手术历时2个多小
时。为了节省费用，用的是局麻，
倩倩在手术台上始终一声不吭，
令医生感动。

“医生跟我说，你闺女很坚
强，给你省了近一万元的麻醉费
用。”张女士摸着女儿的手说。倩
倩则细声细气地说，的确很疼，但
是想到能变得跟正常人一样了，

“再疼也能忍。”
她告诉记者她的理想就是有

一天能把身上的黑皮全部去掉。
“能大夏天的不穿长衣长裤，能跟
同学们一起玩，能喜欢镜子里的

自己，能不做丑八怪的噩梦。”这
个清秀的女孩充满了幻想。

倩倩留着长长的头发，由
于换药头发散了。张女士拿梳
子为她扎辫子，她拿着那个小
镜片照啊照的。“女孩子都有爱
美之心，等她年龄更大一点，会
更难受。”

“要治好还需要很长时间，得
十年八年吧。”已经55岁的张女士
说，不管多少年，只要自己活着，
只要有一点可能，就要为女儿治
病。“既然收养了她，就得为她负
责。”

为躲迎面来车

轿车飞入黄河

加油员拾金不昧

两万现金还失主

“兽皮痣女孩”追踪>>

“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治病”
大爱养母想圆兽皮痣养女变身白天鹅之梦
本报记者 郭静

继潍坊之后，我省济南、青岛、
淄博的2012年省外院校艺考报名
也于1月31日正式开始。潍坊仍是今
年我省省外艺术类院校校考最大的
报考点。记者了解到，各院校根据省
招考院统一划定的考试时间段安
排考试，测试时间最早的从2月2日
开始，绝大多数院校在2月17日前
结束测试。 本报记者 杨凡

四地报名今全面展开

全身近五分之二皮肤布满“兽皮”，让菏泽单县12岁女孩

倩倩(化名)一直生活在阴影中。她做梦都想变身白天鹅，但由

于家庭贫困，这个梦想成了全家人的痛。本报1月30日报道《弃

婴初长成，身上长满“兽皮”》后，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记者进

一步采访时，了解到了这个特殊家庭的很多让人动容的故

事，倩倩的养母表示将竭尽全力为孩子圆梦。

术后，倩倩小心翼翼地照镜子。 本报记者 郭静 摄

倩倩术前的情况。(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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