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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岁岁失失聪聪娃娃，，也也想想叫叫声声妈妈
人工耳蜗得花20万，愁坏这一家人

我省下月举办

首届徒步大会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记者 乔
显佳 ) 8日是全民健身日，记者从
省旅游行业协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9月14日-15日，我省将举办首
届徒步大会，在济南西部至济西湿地
一条全长28公里的景观路上举行。

这次活动由十艺节济南市执
委会等主办，省徒步协会等协办。
宗旨是，号召全面参加健身运动，
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采取低碳、
环保、健身、时尚、节俭的徒步方式
乐享旅游休闲生活。

本届徒步大会分上、下两部
分，全长约28公里。路线大致自十艺
节场馆广场出发，沿腊山河西路向
南，取道经十西路向西，过周王庄
大桥到玉符河右拐，抵达济西湿地
后，进入湿地环形路，再按指定路
线走完。徒步不搞竞赛，参加者既
可以全程参与，也可以半程参与，

“佩服坚持到终点的勇者，也欣赏
在极限之前勇于放弃的智者”。活
动不盈利，组织方为民间非商业组
织，所有服务人员为义工。首届徒
步大会已被列入十艺节一个组成
部分，届时还将有部分残疾朋友参
加，体会旅游之美，向他们传递爱。

据省徒步协会常务副会长楚
波介绍，我省现有“驴友”60万-70万
人，因为在旅途中“不走寻常路”，
让一些景区非常头疼。协会吸引社
会上未正式注册的各“驴友”、“车
友”加入，使得这一分散型的旅游
群体有了组织保障。

8镇18村获评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记者 张
璐) 日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文物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第三批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命名评选工
作，8镇18村最终获评。

按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
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时期的
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具有较高历
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现存有清
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
重大影响的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纪
念物、遗址等，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等标
准，确定济南章丘市相公庄镇等8个
镇、济南章丘市刁镇旧军庄村等18个
村为山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噪历史文化名镇(8个)

济南章丘市相公庄镇
枣庄滕州市大坞镇
潍坊寿光市侯镇
潍坊安丘市柘山镇
济宁曲阜市尼山镇
临沂费县薛庄镇
临沂苍山县兰陵镇
临沂沂水县泉庄镇

噪历史文化名村(18个)

济南章丘市刁镇旧军庄村
济南章丘市双山街道办事处三

涧溪村
烟台招远市辛庄镇大涝洼村
烟台招远市辛庄镇孟格庄村
烟台招远市张星镇徐家村
烟台招远市辛庄镇高家庄子村
潍坊安丘市辉渠镇雹泉村
潍坊安丘市辉渠镇黄石板坡村
潍坊昌邑市龙池镇齐西村
潍坊青州市王坟镇赵家峪村
潍坊青州市五里镇井塘村
潍坊青州市弥河镇上院村
潍坊安丘市石埠子镇庵上村
泰安东平县银山镇南堂子村
泰安东平县银山镇东腊山村
济宁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
临沂沂南县马牧池乡长山古村
临沂沂水县马站镇关顶村

本报济南8月8日讯(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于晓

郭晓丹) 7日，本报记者前往
济南市市中区征兵体检站，最
近每天都有一批大学新生来
这里报名体检。考上大学却先
选择军营，这些年轻人让自己
多了一种选择。

今年，征兵时间首次从冬
季调整到夏秋季，正值高考招
录，一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高中毕业生就能在保留入
学资格的情况下入伍。

7日一早，在济南市市中
区征兵体检站，数十个小伙子
排成队，依次体检。这批准大
学生经过层层筛选，符合条件
者将顺利进入军营，成为军中
一员。

省实验中学毕业的杜广
恩已经确定被淮北师范大学

信息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
业录取。不过，他还有一个强
烈的愿望，就是当兵，父母鼓
励他报了名。杜广恩说，一直
觉得自己心理素质差，而当兵
既可以锻炼体格，又能提高心
理素质，让自己变得成熟稳
重。

“可以保留入学资格，不
影响我以后回来上学。”采访
中，不少准大学生表示，今年
的政策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已确认被石家庄铁道大学四
方学院建筑类专业录取的辛
元坤说：“能入伍，既可以提高
自己的意志品质，将来可能也
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应征不
上，还可以继续念大学。而且
即使在部队考不上军校，两年
退役后，回来依旧可以上大
学，不耽误学业。”

当当两两年年兵兵还还能能回回来来继继续续读读大大学学
大批准大学生报名参军，给自己多条出路

8日，济南市市中区2013年夏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图为
报名者参加体检，过关后最终参军入伍。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窗外的声音，有时刺耳，有时动听，而两岁失聪儿童城城的世界里只有可怕的“安静”。
“做梦都是儿子会喊妈妈了。”城城的妈妈冯滨说。但是耳蜗移植手术要花20多万，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简直

是不可承受之重。

收起绝望，日子还是要
过。2012年7月，冯滨带着城
城从老家章丘刁镇崔家村来
到瑞峰听觉言语康复中心，
开始做听觉、言语的训练。娘
俩租了济南市标山庄一处破
旧平房的一间小屋，每月租
金300元。

“为了孩子，俺们做什么
都行。”冯滨说。8日下午，一
走进这间小屋，一股霉味和热
浪迎面扑来。20平米的小屋闷
热阴暗潮湿，下雨屋顶还漏雨。
在济南的大热天里，一台风扇
用来去暑，一台电视用来娱乐。

“这几天太热，城城都长了痱
子，也不愿意吃饭。晚上屋里有
蝎子，俺一小时就醒一次，怕蜇
到孩子。”

周一到周五的早晨，冯滨
用小推车推着城城步行20多分
钟去康复中心上课。在康复中
心毛阿云老师的指导下，城城
学会了爬和跪，还学会了用手
势表示“谢谢”和“再见”。

“一般人很难体会到带
城城的辛苦，真是又急又气
又心疼。”冯滨说，“有时候急
哭了，想放弃了。可是孩子投
胎来咱这了，咱不管谁管。”

8日，济南瑞峰听觉言语
康复中心，长得虎头虎脑的
城城正坐在地板上和爸爸妈
妈搭积木。

他一会儿把花花绿绿的
积木排成了高楼，一会儿又
调皮地哗啦一下推倒，自己
一边咯咯地笑起来。

“听不见，还是听不见。”
冯滨苦笑着说，城城是极重
度神经性耳聋，刚生下来很
正常，不到一周岁的时候才
发现儿子听力不好。“俺们家
屋顶上有个铁块，掉下来的
声音让抱着他的奶奶都吓了
一跳，但是城城却没反应。”

城城的父亲崔超不信，
开始拿手机做试验在儿子
耳边放音乐，慢慢察觉出了
异常。“一周岁的时候带城
城去了齐鲁医院，结果是极
重度神经性耳聋，一点听力
也没有。”崔超坦言，他一个
大男人都感觉“天要塌了”。

“确诊就是听不见了，
除非移植 2 0多万的人工耳
蜗，那么小的娃……”冯滨
有些哽咽，她说全家人都在
掉泪，当时的心情没法用语
言表达。还在怀里吃奶的城
城用小手抹去了妈妈的泪
水。

为儿治病，一家挤20平小屋

“听不见，还是听不见”

本报记者 孟燕

人工耳蜗20万，买不起声音
0-7岁的失聪孩子在做

了人工耳蜗移植手术之后，
听力、言语恢复的可能性是
很大的。但是动辄20多万的
人工耳蜗费用，再加上一两
万的手术费，对一个农村家
庭来说还是“不堪重负”。

瑞峰听觉言语康复中心
负责人齐相国表示，全省一
共有156 . 4万听力语言残疾
人，其中0—7岁的有15万。“国
家财政每年在山东省有300个
手术名额，但只是杯水车薪。为
了让孩子能听到，很多家庭甚

至砸锅卖铁。”齐相国说。
为了照顾城城，冯滨没

有工作。崔超一直在章丘的
一家汽修厂做修理工，每月
的工资在3000元左右。为了
挣钱，城城年迈的爷爷还要
经常去打零工，搬砖、扛水泥
等粗活有点力不从心了。

“俺们都省着吃，衣服好
几年不买了，就是偶尔给城
城买点小零食。”崔超说，每
个月一家人根本剩不下钱。

“昨晚梦见城城开口叫妈
了！”冯滨说着眼圈就红了。

8日，在济南瑞峰听觉言语康复中心，2岁的城城跟妈妈一起摆积木。
本报记者 王媛 实习生 宛蓉 摄

为了给城城做康复，一家三口在济南租了间20平方米的破旧民房。
本报记者 王媛 实习生 宛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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