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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蓝天之家”建院15年一直用百家姓命名

新进“福利娃”今年全姓韩

板房变“公寓”，有“家”真高兴
崂山环卫工喜迁免费新居，今年外乡环卫工全部搬新“家”

文/本报记者 陈之焕 实习生 邱晓宇 片/本报记者 陈之焕

免费住新居，年省数千元

2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崂
山北村小区内的崂山“环卫驿
站”，两层新建小楼刷成了淡黄
色，显得格外温馨。50岁的环卫
工赵桂玉热情地邀请记者先去
她的宿舍参观。

赵桂玉住的女工宿舍里
有三张床，统一的蓝白格子床

单，简单的陈设，整个房间特
别干净、整洁。赵桂玉边整理
工作服边自豪地说：“我们环
卫工人的宿舍一定要保持干
净、整洁，这才对得起我们的
工作。”

赵桂玉家住城阳，1984年
就在崂山区环卫园林总公司

做环卫工，租了20多年房子的
她现在终于有新“家”了，再
也不用出去租房子住了。赵桂
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以
前每个月租房要花 2 0 0多元
钱，一年下来就要 2 0 0 0多元
钱，花钱不说，住的条件也不
好，都是极其简陋的板房，不

能 洗 澡 ，离 单 位 很 远 ，不 安
全，跟现在比起来差得太多
了。

“住的房子都是免费的，
今年工资也涨了5 0 0块钱，现
在 我 们 的 日 子 过 得 特 别 滋
润。”住上新房的赵桂玉别提
有多高兴了。

“公寓”看春晚，过年很开心

“我们有单身宿舍，还有夫
妻间，有的夫妻也可以把上小
学的孩子接过来住。”崂山区环
卫园林总公司保洁2队队长邹
德海说，工人们不仅有宿舍可
以住，还有专门的活动室。在活
动室里设有书柜、电视、棋牌

室，工人们下班后可以阅读、看
电视、打牌、下棋。午饭时间，环
卫工人王德志和王德生还兴致
勃勃地下起了象棋。

去年 1 1月住进环卫驿站
的王德志对自己的新“家”特
别满意，有地方洗澡，有洗衣

机用，有“家”了，家人也放心
了。连过春节，王德志都是在
新“家”和工友们一起过的，

“包饺子，看春晚……大家聚
在一起真高兴，我都不舍得回
家了。”

邹德海介绍说，以前过春

节，工人们总想着回家，今年
住在了新房里，许多工人都不
回去了，有的还把亲人接来团
圆。40岁的孙瑞国和妻子都是
崂山区的环卫工，春节的时候
就将9岁的儿子接过来一家人
团圆。

外乡环卫工今年全部搬新“家”

据了解，崂山区共有环卫
工人500多名，其中100多名属
于外乡人员，没有固定的居住
场所。2011年—2012年，崂山区
共投资330万元用于环卫工人
的宿舍建设，在北村、宁夏路与

麦岛路建立3处环卫驿站供环
卫工人居住，总面积达1600多
平米，将解决这100多名外乡环
卫工人的居住问题。总建筑面
积580平方米的北村小区环卫
驿站是最先建成的一栋，另外

两栋正在建设中，预计2012年，
崂山区外乡环卫工人将全部住
进新“家”。

王德海说，现在北村小区
的环卫驿站已经入住了20多名
环卫工人，过段时间将住满48

人，下一步公司将为工人的宿
舍通上暖气，让工人有个更好
的居住环境。

终于不用过居无定所的日
子了！环卫工都高兴不已，期待
着早点入住新“家”。

本报2月2日讯 (记者 陈
之焕 ) 1日，随着济南市儿童
福利院沿用近5 0年的“福”姓
变为百家姓，社会掀起对福利
院儿童姓氏的热议。2日，记者
从青岛市“蓝天之家”(原青岛
市儿童福利院 )获悉，建院 1 5

年，“蓝天之家”的儿童一直沿
用百家姓命名，每年启用一个
姓氏。今年，“蓝天之家”新成
员统一姓韩。

“我们院从建院以来一
直沿用百家姓，每年一个姓
氏，名字自由取。建院第一年
用的是‘赵’姓，今年的新成
员 则 启 用‘ 韩 ’姓 。”青 岛 市

“蓝天之家”的工作人员丁妮
娜介绍说，福利院平均每年
都有 6 0多名新成员加入，也
会有一些孩子被收养，现在
福利院共有2 0 0多名孩子。孩
子们入院时工作人员就会根

据相应的姓氏给孩子们取名
字，若有家庭收养，孩子们则
可以换上新名字。今年，“蓝
天之家”的第一位新成员刚
出生一天就被送来，这个第
一位姓韩的女孩现在成长得
很好，长大后，其姓氏也不会
透露她的成长经历。

“这些孩子跟正常的孩子
没什么不一样，用百家姓氏命
名则让他们回归社会，有利于

他们的成长。”青岛“蓝天之家”
院长彭国红说，“同在蓝天下，
健康、自由、尊重和爱共同属于
每个人”是“蓝天之家”的信念。
2006年7月，青岛市儿童福利院
正式更名为“蓝天之家”，让这
些孩子同在蓝天下成长，融入
青岛这个有着“红瓦、绿树、碧
海、蓝天”、充满生机与活力、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帆船之都，
寓意深远。

本报2月2日讯(记者 杨林) 一名年
逾七旬的心脏病患者大出血后没有O型
血可输，患者家人情急之下向媒体求助。
看到微博传播的求助信息，两市民撸袖献
血。2日，网友献血救人的感人一幕在岛城
上演。

2日下午，记者赶到青医附院急诊室
时，魏恩浩正守在79岁的父亲魏道明的
病床前，等待从血库送来的O型血。“因
为心梗，父亲1月30日时就吐过一次血，
当时因为医院尚有O型血库存，经过输
血转危为安。”魏恩浩介绍，等到1月31

日，父亲又出现了心梗吐血的症状并需
要再输5个单位的血时，被告知医院和血
库已经没有了O型血，在医院进行维持
治疗的同时，自己就开始四处想办法寻
找O型血，多方求救仍没有O型血可用，
情急之下只能求助于媒体。

2日13:34分，魏恩浩拨打岛城一家媒
体的热线告知了父亲急需O型血的情况，
下午两点，这家媒体的微博将魏道明急需
O型血的情况发了出去。

微博求助信息发出后不久，引起了
媒体从业者管延臣的注意。由于工作原
因，管延臣长期关注微博，再加上他在
大学期间有过献血的经历且是O型血，
便立即和同事杨凯动身前往医院。下午
两点半，管延臣和杨凯赶到医院，离求
救微博的发出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由于
医院无法采血，管延臣和杨凯赶到最近
的台东采血点，每人献血300毫升，由于
杨凯的血型和魏道明的不符，最终台东
献血屋提供出了两个单位、共400毫升的
O型血并送往青医附院。下午5点30分，
两个单位的O型血被送至魏道明床前。
经过输血治疗，魏道明没有出现反复症
状，病情稳定。

记者从青岛市中心血站了解到，大
年初六，一名即墨产妇因大出血进行了
大输血，大约用去五六十人血量的O型
血，导致青岛O型血告急。由于过年期间
献血人数减少，佳世客、国美、台东、李
村维客4个采血点每天只有五六十人来
献血，献O型血的市民不足10人。这段时
间，血站的工作人员最担心出现大出血
病人，工作人员呼吁热心市民积极献血
以解决目前的血液紧张的状况。

患者急需O型血，两网友撸袖上阵

微博传信，

老人获助爱心血

三姐妹年初一撸袖献血

本报2月2日讯(通讯员 王春梅 记
者 董海蕊) 1月23日，农历大年初一，
王桂花、夏盈、陈惠三姐妹走进青岛市中
心血站，撸袖献出爱心血。三人从2008年
开始每年春节期间都到血站采集血小板，
五年间共捐献血小板41个治疗量。

王桂花退休前是青岛第一汽车制造
厂的工人，今年52岁的她性格直率开朗，
行动起来风风火火。从2004年开始，王桂
花开始在流动采血车上无偿献血，2007年
因远方亲戚病重需要血小板救治，她第一
次接触到成分献血，了解到血小板在体内
代谢过程及临床病人的急需性，她开始利
用空闲时间来血站采集血小板。2008年，
王桂花更是和夏盈、陈惠两个好姐妹共同
约定春节期间捐献血小板，这一献就是五
年，截至目前，王桂花已参加无偿献血6

次，共献血2400亳升，单采血小板14次，共
20个治疗量。夏盈单采血小板9次，9个治
疗量，陈惠单采血小板8次，12个治疗量。

除了亲自参与无偿献血，她们还在亲
属、朋友、同事间宣传无偿献血，在她们的
带动下，每年春节都会有一些无偿献血者
到血站采集血小板，最多的时候她们有8

个人一同采集血小板。

干净整洁的房屋，电视、热水器、厨房一应俱全，还可以读
书、下象棋……新房子住着别样舒服。2日，记者探访了位于崂
山区北村小区的环卫驿站，男女宿舍、夫妻房16间宿舍免费入
住，环卫工人王德志高兴地称终于有“家”啦。

住进新“家”，赵桂玉格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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