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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老老师师””在在福福利利院院
义义务务教教英英语语近近11年年
来自英国的托马斯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

右半身已能活动

语言功能也恢复了

本报11月5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开发区高级中学贫困好学的
于嘉伟在10月23日晚突发脑出血，
生病后的她只能勉强翻动半边身
子，而10万元的治疗费愁坏了一家
人(本报10月29日C15版报道)。5日
记者获悉，于嘉伟术后恢复情况良
好，已能顺利抬起右手，右半身也
能动了。

“孩子恢复不错，过阵子就回
家静养。”5日，考虑到于嘉伟身体
状况恢复较好，父母想带她回家慢
慢休养。和手术结束之初，于嘉伟
只能用眼神和家人交流相比，如今
她已能慢慢抬起右手，并能翻动右
半侧身子。在和扬帆助学义工服务
队义工交流的过程中，听到义工鼓
励的话语后，于嘉伟还能轻轻说出
几句感谢的话。

于嘉伟的病情牵动着热心市
民的心。4日，毓璜顶医院一位好心
医生悄悄塞给其家人600元善款后
没留下姓名就离开了。开发区二中
几位老师得知孩子的情况后，也特
意赶到医院看望。此外，扬帆助学
服务队的义工也在为于嘉伟筹集
善款。

记者从医院获悉，于嘉伟手术
很成功，目前仍需住院接受治疗，
语言功能现在已经恢复。

截至目前，好心人已经为于嘉
伟筹集了3万余元善款，后期的治疗
费用仍有缺口，如果您愿意帮帮这
个爱学习的姑娘早日重返课堂，可
汇款至其母亲常海燕的银行卡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解放路支行，账
号：6210 9845 6002 0035 186。

莱州义工上门

为贫困户换窗玻璃

本报11月5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 寒冬临近，得知莱州一位老
人家里生活条件艰苦，连窗玻璃都
已破碎许久后，鼎丰助学服务队莱
州分队的义工上门给老人安上了
窗玻璃，还送去了衣服和一些生活
必需品。

莱州市柞村镇的孙化琛今年
62岁，老伴在女儿4岁时就带着儿
子离家出走了。这些年，父女俩相
依为命。守着智障的女儿，孙化琛
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靠着一亩多
地勉强维持生活。可10年前，孙化
琛半身不遂了，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活动越来越不方便。

从朋友口中得知孙化琛的情
况后，鼎丰助学服务队莱州分队义
工立即赶到其家中进行走访调查。
进了家门，眼前的景象让义工们惊
讶不已，简陋的五间平房仍是砖
胚，地上散落着很多碎玻璃，炕上
散乱地放着几床垫絮，屋里连张像
样的桌子都没有。

“玻璃是闺女砸的，也没来得
及换。”孙化琛说，女儿一发病就会
乱砸家里的东西，时间久了他也懒
得更换了。考虑到寒冬将至，义工
们当即量了下孙化琛家里的窗户
尺寸，准备随后上门帮忙更换，热
心人杜先生还给其留下200元善款。

2日，带着尺寸合适的玻璃，义
工们再次来到孙化琛家中，为其安
上了玻璃。不仅如此，义工们还为
其带来了洗发水、洗衣粉、衣服等
生活必需品，并承诺将长期照顾。

记者获悉，寒冬将至，鼎丰助学
服务队将陆续组织看望贫困家庭和
老人，给更多人送去关爱。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刘
清源 ) 5日，近40名烟台市民
来到烟台大境集团的实验基
地采摘苹果。这样的活动，已
经连续火了好几天，不少烟台
市民慕名而去，想尝一尝这不
打农药，不施化肥、不套袋，依
靠生物有机菌肥“喂养”出来
的地道苹果。

5日，在栖霞蛇窝泊镇南
榆疃村北的果园里，通红的苹
果挂满枝头，果园里弥漫着一
股特有的清香味道。从烟台市
区来的近40名采摘者，经过近1

个小时的车程，来到烟台大境
集团旗下地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实验基地。

与毗邻的早已采摘完苹
果的果园不同的是，这块位于
村北丘地的果园，大量苹果还
未采摘。大境集团旗下地元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基地负
责人牟一介绍，这周围几十亩
的苹果树，连续两年不套袋、
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完全是

自然生长，度过了完整的生长
期，刚刚到了成熟的季节。

采摘者们都是烟台本地
人，都是从小吃苹果长大的，坐
了1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这，为的
就是这不套袋、用生物有机肥
种出来的苹果。尝一口实验基
地的苹果，肉质饱和度极高，脆
而酸甜。舌头的每一处味蕾都
充满了馥郁的感知，犹如记忆
中小时候的苹果味，就连外皮
粗糙的质感，都令人备感亲切。
在一上午的采摘活动中，几乎
每一位采摘者都吃了两三个苹
果。“这苹果太棒了，看了就忍
不住想吃，和别的苹果真是不
一样。”市民黄女士说。

当然，不是所有的苹果都
是这样的。牟一是一位种植苹
果多年的果农，他介绍，上世纪
90年代，套袋技术开始应用到
苹果种植中。但长期的种植，使
地力下降，果树抵抗力弱，重复
使用化肥致土壤酸化。如今，在
大境，颠覆了红富士种植30年

的规律，施用地元生物有机肥，
让土壤逐渐修复，增强果树自
我抵抗力，不打农药、依靠生物
有机菌肥的调理增强地力。春
华秋实，苹果不套袋，在阳光、
雨露、风霜的作用下自然生长。
这样种出来的苹果，以其优秀

的品质赢得了人们的赞誉。采
摘活动从11月2日开始，到基地
的市民连续几日络绎不绝，更
有市民打电话预约订苹果，施
用生物有机肥“喂养”、不套袋、
不打药的苹果，在苹果之都烟
台火了起来。

烟烟台台大大境境集集团团让让苹苹果果““不不穿穿衣衣””
颠覆30年红富士种植规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套袋

“hello！”5日上午9点半，托
马斯和背着吉他的赞克走进
了教室，孩子们马上欢呼起
来，跑过去拥抱两位老师。随
后，赞克老师拿出吉他，弹唱
起了欢快的英文歌，孩子们手
拉手围成了一圈，跟着两位老
师又唱又跳，一张张稚嫩的小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热场结束，孩子们搬着小
椅子围坐在学习桌前，认真看
着托马斯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单
词。讲到英文单词down(下)时，
两位老师趴在地上，从孩子们

的学习桌下钻了过去，孩子们
也纷纷效仿，在玩闹中，轻松记
下了英文单词。“fly(飞)！”托马
斯读出单词，赞克在一旁张开
双臂，表演飞行的动作，孩子们
也跟着赞克“飞舞”……

托马斯和赞克的中文并
不熟练，他们来上课时，志愿
者张先生会跟在一旁做翻译。
语言上的障碍，并没有影响两
位“洋老师”和孩子们沟通，夸
张的动作和表情，标准的英文
发音，生动的课堂游戏，让孩
子们对两位老师崇拜极了。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去年开
始，在志愿者张先生的带领
下，来自英国的托马斯开始在
福利院做义务教师。从那以
后，每周二上午9点半到10点
半，他总能为孩子们带来一堂
生动的英语课。

经过近1年的相处，托马
斯和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孩子们也越来越离不开
他。他本来是计划在中国待一
年就回英国，但因为舍不得孩
子们，所以他决定再留1年，继
续教孩子们英语。

受托马斯的感染，今年8

月份起，来自美国的“90后”阳
光大男孩赞克也成为了福利
院的义务教师。

“不断有新进来的孩子和
被领养走的孩子，孩子们的流

动性大，也为我们的教学计划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托马斯
说，他们讲课不仅是教给孩子
们知识，还要为孩子们带去快
乐，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到幸
福。

记者了解到，福利院的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遗弃，
他们在衣食住行上都要依
靠护理员“妈妈”们，除了无
微不至的照顾，能让福利院
里的孩子们像正常孩子一
样接受教育、关心和呵护是
福利院里每一位“妈妈”的
期望。

“我们还希望能有更多
像托马斯老师和赞克老师一
样的专业志愿者，为孩子们
带来帮助，孩子们也渴望更
多的陪伴和关爱。”福利院的
工作人员说。

边教英语边玩游戏

舍不得孩子，延期回英国

追踪报道

看着挂在枝头的大红苹果，采摘者们喜出望外。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摄

本报记者 蒋慧晨

5日上午，烟台市儿童福利院幼儿班的孩子们在教室里
整齐坐成一排，他们的外教老师托马斯和赞克即将到来，为
他们带来欢乐的“英语知识之旅”。来自英国的托马斯已经
义务教了孩子们近1年的英语，和孩子们成了好朋友。

跟着外教托马斯（左）和赞
克在游戏中学习，每一位福利院的
小朋友脸上都写满了快乐。 本报
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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