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我公司原员工吕翠

萍于2010年8月1日被录
用，并签订三年劳动合
同。因长期旷工，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
条第(二)、(三)项及《公司
规章制度》的考勤制度
第九条之规定，经研究
决定于2013年7月29日与
吕翠萍解除劳动合同。

希望吕翠萍自登
报之日起三十日内来
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视为放弃，由此引
起的一切后果及损失
由吕翠萍承担。
烟台茂琳进出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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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卖3300份份报报纸纸只只用用了了4400分分钟钟
第三期售报活动首日，3名小报童获评“销售之星”

本报8月14日讯(记者 曲
彦霖) “我卖完啦！”14日早上
7点10分，记者的手机里传来一
个稚嫩而兴奋的声音，8岁的小
报童张广尧为成功卖出30份报
纸而兴奋不已。从早上6点半开
始，到30份报纸全部售完仅用
了40分钟，张广尧成为本报第
三期售报活动的首位“销售之
星”。

1 4日，是第三期上街售
报活动的第一天。按照活动
规则，每位参加活动的小报
童将免费获得本报提供的30

份《齐鲁晚报》，售出的报款
可作为启动资金。之前，不少
小报童在卖报头一天都会觉
得不过瘾，也互相不服气，到
底谁是最快的呢？为了解开
大家的疑惑，应广大小报童
要求，本报特在第三期售报
首日，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
比试的机会，争夺首日“销售
之星”的3个名额。

张广尧是第一个打来电
话的孩子，也是本期用时最短
的一位，当之无愧成为首位

“销售之星”。而另外两名“销
售之星”也在随后诞生，他们
就是金梦圆和娄维博两位小
报童。

9点33分，小报童金梦圆
的 家 长 也 致 电 本 报 工 作 人
员，说孩子的报纸都卖完了。
据悉，金梦圆是《齐鲁晚报》
的“资深小报童”了，别看她
只有9岁，但已经参加了三年
的小报童营销秀，卖起报来
得心应手，“我都练出来了。”
金梦圆说。

几乎在同一时间，10岁的

小报童娄维博也已经全部卖
完。对于闲时就帮忙张罗家里
生意、吆喝卖货的他来说，卖
报并不是难事儿，第一次参加
活动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娄
维博找到了信心和方向。

小报童们争相来电，汇报
自己的“战果”。第三期活动首
日，“销售之星”争夺火爆，根
据售报用时，我们评选出了以

上三位“销售之星”。但小报童
们可要注意了，即使首日没有
评上，也不要气馁，只要你有
特点，有专长，都有机会获评

“每日之星”。
欢迎自荐或推荐身边的

优秀小报童，用照片或文字记
录他们的故事，来稿发送至邮
箱quyanlin88@126 .com，请标注
姓名、年龄、学校和联系方式。

打出“友情牌”

报纸卖给邻居

14日早上7点20分左右，在牟平
高新工作站内，小报童孔木群正低着
头认真地整理眼前的一沓沓报纸。一
旁陪同前来的妈妈看着孩子越来越
熟练，表情才慢慢放松下来，虽然也
担心孩子会辛苦，但她还是坚持不插
手。

这是孔木群第一次参加小报童
营销秀，最后一份报纸整理完毕，他
并没有放松。当记者询问他是否有信
心全部卖完时，他盯着报纸回答道，

“有信心啊，虽然这么一大摞。”
即使提前准备好了手表、零钱

包、布袋，但卖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
么简单，“原本以为只要开口问就会
有人买。”没想到几次开口都被拒绝，
孔木群在市场转到上午10点多，还剩
下7份没卖完。下午，孔木群转变“战
术”，打出“友情牌”，他把剩下的报纸
都卖给了周围的街坊邻居。下午3点
30分，孔木群终于结束了首日的战
斗。

“男的买的多。”孔木群有了经
验，不愁了，他也有了自己的奋斗目
标。

本报记者 曲彦霖

41名贫困学子

本周六“一日游”

本报8月14日讯(记者 孙淑玉)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
一直守望在贫困中。除了学校，他们
没去过更远的地方。得知这一情况
后，趁着暑假，美籍华人吴先生联系
了扬帆助学服务队的义工们，他想出
资带贫困孩子们去旅游。日前，义工
已先后带着海阳、莱阳的贫困孩子出
游。本周六，扬帆助学服务队的义工
将继续带栖霞和蓬莱的41个贫困学
生“市区一日游”。

据了解，吴先生长期致力于帮助
国内贫困家庭及贫困儿童。除资助贫
困家庭的孩子们上学外，他还在国内
的边远地区设立了流动图书馆，并多
次组织贫困家庭的孩子参加游览活
动。

7月27日，来自海阳的43名孩子，
在扬帆助学服务队14名义工的带领
下，游览了烟台海昌鲸鲨馆和南山动
物园。8月10日，莱阳、福山的26个孩
子也跟随义工们来市区游玩了一天。

本周六，扬帆助学队的义工还将
带着栖霞和蓬莱的41个贫困学生一
起游南山公园和海昌鲸鲨馆。

康复治疗近20天，双胞胎小哥俩进步明显

爸爸妈妈扶扶着着，，弟弟弟弟能能直直起起腰腰走走路路了了

本报8月14日讯(记者 孙
淑玉 ) 莱州市驿道镇玉兰埠
村的刘学友、刘学成是对双胞
胎兄弟，由于脑瘫后遗症，小
哥俩一直存在行走障碍，像其
他同龄孩子一样自由地奔跑
是他俩长久的心愿(本报5月30

日C12-13版报道)。近日，小哥
俩在烟台山医院做了手术，并
已在烟台山医院南院进行了
近20天的康复治疗。14日，哥哥
刘学友已能走路，弟弟刘学成
也能在爸妈的搀扶下直起腰
走路了。康复锻炼后，弟弟手
上有劲了，学习劲头足了，已
逐步开始学写字。

14日下午，记者赶到烟台
山医院南院时，小哥俩正在进
行肌肉力量伸展锻炼。原本只
能佝偻坐起的弟弟刘学成已
能完全坐直，两腿也基本能伸
平。经过近20天的康复治疗，原

本不敢下地行走的弟弟，已能
在爸妈的搀扶下像健康孩子
一般走路。

“现在就是腿没劲，走路
的劲头还行。”妈妈杨吹芹说，
术后哥哥恢复情况较好，原本
脚尖内侧行走的姿势基本矫
正过来。闲来无聊，哥哥常一
个人溜出医院玩耍。弟弟刘学
成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肢体伸
展度上，原本佝偻的双腿和腰
部已能伸展开，手上的劲儿也
大了。让杨吹芹高兴的是，恢
复情况较好的弟弟有了学习
劲头，认字之余还学着写字
了。

小哥俩的情况一直牵动
着热心人的心。日前，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在得知小
哥俩后期康复费用尚有缺口
时，悄悄送去了2000元钱。近
日，仍陆续有人致电咨询小哥
俩的恢复情况。

烟台山医院康复科治疗
师刘玉斌告诉记者，哥哥刘学
友目前主要接受腿部灵活性
方面的锻炼。由于哥哥恢复较
好，后期还将依靠矫形鞋垫等
克服长短腿的问题。弟弟刘学

成目前主要是调整步姿，通过
器械及作业疗法，恢复关节肌
肉和肌腱的牵伸。长期养成的
不良走姿加上双腿没力，影响
了弟弟的恢复，后期医生还会
加强对弟弟的锻炼，帮他早日
实现奔跑梦。

烟台山医院康复科负责
人梁辉主任称，康复科会以
两个孩子的身体康复为重，
为 俩 孩 子 尽 力 节 省 每 一 分

钱，用最有效最省钱的方案
为孩子康复。目前，在热心人
的持续关注下，小哥俩的康
复费用还有一定缺口，如果
您愿意帮帮这对可爱的双胞
胎兄弟，请赶紧和我们联系：
1 5 2 6 4 5 2 0 3 5 7。如您愿意直接
助力俩孩子康复治疗，可直
接汇款到孩子的账户：刘学
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
6212854560000591649。

家庭贫困的“准大学生”崔员英靠打工包水饺赚学费，得知情况后———

栖栖霞霞团团市市委委要要资资助助她她33000000元元

本报8月1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尹强) 13日，
本报A8版报道了《栖霞女孩包
水饺赚学费》一事，栖霞团市委
看到后，及时与本报联系，希望
能联系到这个女孩，资助她
3000元钱。

“您好，我们看到了咱们报
纸上的报道，我们这里正在举
行‘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
希望可以帮助到崔员英。”14

日，栖霞团市委副书记王恒齐
致电本报，希望可以联系到这
名困难女生。

据了解，今年高考，栖霞女
孩崔员英以606分的好成绩考取
了郑州大学。因为家庭贫困，高
考一结束，崔员英就独自一人从
老家到了青岛一家饺子店打工。
崔员英每天打工10个小时，晚上
10点才能回到住的地方。但一个
月1500元的工资，对她来说还是
很有吸引力的。“我打算干到8月
底，这样就能拿3000块钱了。”崔
员英说。

据悉，崔员英的父母都是
农民，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卖
苹果。人工授粉、套袋、打药、揭

袋、摘苹果……从苹果树发芽，
到结果实，期间的每一道程序，
崔员英都非常熟悉。在她印象
中，她6岁的时候就跟着妈妈上
山去拔草。“在家里，我都要干
很多农活的。因为爸爸身体不
好。”崔员英说，父亲已经62岁
了，母亲54岁。父亲患有高血
压，常年吃药。

经过本报牵线，栖霞团市
委联系到了崔员英，了解了她
的家庭情况后，决定利用共青
团“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资
助崔员英3000元，以帮助她顺
利走进大学校门。

“我们打算待崔员英返回
栖霞时，到她的家里实地走访

一下，填写申请表、然后公示，
在开学之前会将资助款直接打
入学生的账户。”王恒齐说，他
们今年发动爱心企业捐助了10

万元钱，用于救助像崔员英这
样的贫困大学新生，初步选定
30人，每人3000元。在后续的管
理服务中，他们将会建立QQ

群，经常与受资助的大学生沟
通联系。

“加上打工的钱，学费有着
落了。”崔员英高兴地说，“报志
愿时我就很关心学费，郑州大
学法学专业学费一年3400元，
我觉得还不是很贵。”进入大学
后，崔员英说她要继续勤工俭
学，来减轻父母的负担。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头条花絮

追踪报道

娄维博

14日，烟台山医院南院的医生正在为弟弟刘学成做康复训练。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张广尧 金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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