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丐给我们上了堂慈善课

□邵艺谋

泰安市中医医院肿瘤科收治了一名
膀胱癌患者，支付 8000 元住院押金的竟
是一名与患者毫不相干的“乞丐”。24

日，他又来到医院看望患者，捐出 2000

元生活费。(本报 2 月 24 日 A16 版、2 月
27 日 C03 版报道)

这位来自东北的乞丐在泰安前后共
捐献 5 万多元爱心款，让人们感受到了
爱心的力量。其实，除了“东北义丐”外，
还有很多乞丐做着这样崇高无私的义
举。汶川地震后，患有小儿麻痹症的 18

岁小伙龚忠诚依靠乞讨，先后四次给灾
区捐款上百元。同期，还有南京 60 多岁
的徐超老人，为了给灾区捐款，他特意到
银行将讨来的硬币换成 100 元整钱，先
后共捐献 444 . 01 元钱。

很多时候，支撑慈善事业的正是这
些默默无名的普通人，他们力所能及地
捐赠善款善物，表达爱心，不为名利，更
不求回报。而很多人却将自己固步在慈
善大门外，不愿以己之力帮助他人，不愿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社会救助体系
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多人只能依靠他
人的爱心来维持生命，义丐们的义举在

给我们树立榜样的同时，也让每一个束
手的人无地自容。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
迹”，奉献爱心就是这样，重要的是有爱
心，而捐助的多少则不重要。从数量上来
说，他们的捐赠可能不及那些巨额捐赠
的零头，但付出的行动和爱心却丝毫没
有降低。他们都带着温暖的体温，洋溢着
浓浓的爱心。笔者认为，无论富豪还是贫
民，只要有善心、有善行，都值得尊敬、提
倡和发扬。这些义丐用实际行动让人感
受到人性之美，值得大家去学习、去效
仿。

大胆秀出来 Hold住真感情

□周倩倩

本报举办“三月三”相亲大会以
来，不少市民积极报名参与。不少报名
者的父母来填信息，很多年青人在犹
豫，担心朋友、同事知道自己报名相
亲，不敢大胆展示。

时代发展了，物质充裕了，而人们的
择偶能力却在蜕化。大龄剩男剩女，不知
从何时开始，结婚找对象成了不少家庭
最难念的那本经。“剩男剩女”把找不到
对象归结到合适的太少、圈子太小。从二
十出头挑到三十多岁，眼见着自己还形
单影只，心里着了慌，却还遮遮掩掩，不
敢大大方方站出来。

相亲，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
一，如今变成一个披上现代光环的传统
游戏。有人说“相亲是对爱情的一种懒
惰”，优秀的男人和女人说不需要相
亲，相亲在他们眼中被贴上“老土”、找
不着对象的标签。而今天的事实是，相
亲已成为家庭、大众热衷参与、关注的
社会现象。

对泰安这座古城来说，相亲会虽不
是新鲜事物，但对于很多大龄男女青年
来说，愁嫁、找不到对象仍是难以启
齿，私底下一对一的的相亲见面尚可接
受，一旦要将信息、照片公布于众，顾
虑便多了。面子问题让大家面对相亲仍
旧羞答答。

相亲会这种形式，在北京、上海等城
市，已成为大家交友认识的重要平台。各
种相亲节目登上荧幕，炒得火热，敢于在
荧幕、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推销自己的勇
气难能可贵。古人讲：“胆、才、识、学”，

“学”和“才”都很重要，而古人却选择把
“胆”放在第一位，意思是一个人无“胆”，
即使有“才”“识”“学”都无处发挥。正如
再美的珍珠如若永远藏于蚌中，也不会
有绽放光芒的一天。

个人的展示与推销也是这个道理，
单身不是个人的错，相亲也非丢人的
事，勇敢地走出来，给自己一个平台，
也给他人一个机会，说不定美好的姻缘
正等着你。

2012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五
编辑：王伟强 组版：赵春娟 C03

今日泰山

倒卖个人信息要一查到底

□赵兴超

不知道被谁泄露个人信息，预订
房子的泰城市民赵先生，频繁遭到装
饰公司电话、短信骚扰，推荐装饰产
品和服务。一些装饰公司表示，泄露
客户电话的途径有很多，现在已经成
了一个产业，2000 个电话号码开价一
万。(齐鲁晚报 2 月 28 日 C04 版报道 )

买房本是个高兴的事，装修也是必经
的步骤，可为了抢生意不计后果地联系潜
在客户，就成了一种骚扰。更可怕的是，这
种骚扰已经成了规模，建立了恶性产业
链。

对装修行业来说，积极笼络客户

无可厚非，但前提是合理合法，而非不
择手段。招财进宝的方式有很多，客户
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喜
欢如此集中强烈的轰炸。微笑服务、缄
口沉默的方式，反而或许能招来更多
客户喜欢。况且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一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
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
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
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招不来财反遭
市民厌恶，还有可能面临刑罚，就有点
得不偿失了。

反观这条产业链，虽然给单个市
民带来的只是生活上的烦恼，但整体
来说，已经触犯相关法律。普通市民有
苦没处说，公安机关等职能部门应该
介入调查。从银行办理按揭，到房屋合
同备案，再到预定房子登记，有许多步
骤可能泄露个人信息，这不是无从查
找的理由，反而提供可能出问题的环
节。从头查起，凡是接触到客户个人信
息的人员和机构，都要一查到底，背后
都可能藏着一条黑色产业的蛀虫。匿
名或用短信群发器发送短信的方法，
也有迹可循，采用技术手段，早晚都能
清除这个社会的毒瘤。

泰城市民陈女士：读了齐鲁晚
报 3 月 1 日 C02 版《城区或建六
处过街天桥》的报道，觉得这确实
是一件好事。每天上下班高峰期，
火车站银座路口往往都是车水马
龙，车满为患，不时发生刮擦，给大
家出行带来不便。修过街天桥，能
够极大地分流人群，缓解交通压
力，方便市民出行，盼着天桥能早
日建好。

新泰市民周强：我对齐鲁晚报
2 月 29 日 B06 版《办网银掏出十
二张身份证》印象比较深刻。身上
带着 12 张身份证，一看就不是个
好人，很有可能就是个网络诈骗
犯。可笑的是，他竟然自己露出马
脚，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83****4503 用户：齐鲁晚报
2 月 28 日 C11 版写了《新买的手
机有许多通话记录》，可见市民平
时遇到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消费
者刘先生算是比较幸运的，最终换
了新机并优惠 1400 元。而大多数
人的维权道路并不会这么顺利，希
望所有的商家都能像手机卖场负
责人那样，主动承担责任，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1 3 5****6587 用户：3 月 1
日，齐鲁晚报 C10 版报道了《火车
站广场黑灯瞎火》，火车站广场是
展示咱们泰安形象的窗口，到了晚
上却漆黑一片，太掉价了吧。也不
是没有灯，而是有两个灯塔却从来
没亮过。正如市民说的,既然造了
就应该亮起来,希望相关部门能早
日行动，方便大家伙。

网友“爱永存”：齐鲁晚报 3 月
1 日 C10 版《买回小鸡不是冻死就
是玩死》发人深省。出于好奇，小学
生买小鸡当玩具，结果有的一天就
被玩死。时间长了，孩子可能会养
成漠视生命的习惯，不利于他们健
康成长。家长、老师和社会应该积
极行动，采取有效措施，杜绝这种
不好的习惯。

网友“熊掌”：齐鲁晚报这几天
接连报道了山东科技大学“学雷
锋”进社区的消息，虽然那两个社
区离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远，我那天
不一定能过去，但感觉这是一件服
务老百姓的好事。希望这样的活
动，不要仅在雷锋日才开展，平时
应该经常举行，最好每个社区都能
去一趟，才能真正方便百姓生活。

本报“岱下茶馆”栏目邀您
参与，如果对泰城发生的大事
小事，或是对本报有何想说的
话语，都可以通过该栏目留言。
参 与 方 式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q 1w b j r t s@ 1 2 6 . c om ，或登录齐
鲁晚报·今日泰山官方微博留
言 ( h t t p : / / t . q q . c o m /
j i n r i t a i s h a n )。请在留言中注明
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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