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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早早慕慕名名而而来来，，自自备备宣宣纸纸求求对对联联
本报社区帮办邀书法家进社区免费写春联，不少市民排队求字

本报继续征集

新春祝福语和春联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柳斌)
9日，本报发起征集马年新春祝

福语的倡议后，众多市民热情发布
自己的美好祝福，希望通过本报传
递给亲朋好友。目前，市民仍可通
过多种途径参与活动，发送祝福
语。入选的祝福语将刊登在本报的
马年拜年特刊上。

临近年关，或许您已经做好了
过年的行程安排，为一家人准备好
了年货；或许您已经买好了回家的
车票，期待一家人的团聚；或许您有
各种各样的原因，过年暂时不能回
家……但无论如何，祝福不能少。

现在，本报为您提供一个祝福
平台。无论您身在烟台还是外地，只
要想对亲朋好友表达您心中浓浓的
情意，都可以编制祝福语发送给我
们，每个祝福语控制在100字以内。另
外，本报也面向广大读者征集马年
新春对联，如果您自拟的对联颇具
烟台特色，也可发送给我们。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送：

1、编辑祝福语（春联）或将手
写祝福语（春联）拍成图片发送到
q l w b l b @ 1 2 6 . c o m ，祝福语（春
联）后请注明姓名，邮件中尽量附上
本人电子版生活照片，届时一并刊
登在报纸上。

2、通过短信编辑祝福语（春联）
发送至15006559129，短信中请注明

“马年祝福语（春联）”和本人姓名。
3、祝福语（春联）以信件形式寄

到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3,

柳斌(收)，尽量附本人生活照片。
4、今日烟台官方微博也接受

祝福语（春联）留言。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尹海
涛) 广济老年人颐养中心作为烟
台首家医护型养老机构，把医院和
敬老院的优势合二为一，开创医养
结合养老模式，这将是未来养老机
构的发展趋势。

广济老年人颐养中心的创办
人邰风说，他走遍烟台的养老机构
发现，都是以生活照料为主，没有
医疗救治设备。护工没有经过系统
培训，专业知识和服务能力不足，
这更坚定了他创办医护型养老院
的决心。

据介绍，广济老年人颐养中心
依托背后广济脑科康复医院强大
的医疗支撑，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
团队。“我们这里的护理人员大部
分都有护士证，和医院的护士没什
么区别，这些优势是其他养老院没
法比的。”邰风告诉记者。

邰风院长介绍，广济老年人颐
养中心为把养老院优势和医院优
势合二为一，中心做到了四个结
合，临床护理与24小时生活照料相
结合，临床诊断与疾病康复相结
合，养老、心理疏导与临终关怀相
结合以及专病食谱和调养药膳相
结合。

广济老年人颐养中心地址：三
马路1号气象局原办公楼葡萄山小
学大门北50米。办公室电话 :0535-
6607577，主任电话:18563816866，院
长电话:13953553293。

为空巢老人添暖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宇斐) 近
日，为保障空巢老人用电安全，
招远市供电公司组织服务队深
入社区、乡村，为老人更换家中
老旧电线和插座，把暖意送到老
人心坎里。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张
晶 王伟平 杨薪薪) “春风
万里辞蛇岁，笑语千家入马
年。”又到一年辞旧迎新，春联
也该换换新了，19日，本报社区
帮办走进新海阳社区，邀请书
法家为社区居民现场写春联，
不少市民一早来到活动现场，
排队等候书法家献字。

周日的天气格外冷，早市
上的摊位还未退去，现场求字
的社区居民已经等候在本报白
石工作站了。

“我昨天下午看报纸知道
在我们社区搞活动，还邀请书
法家为居民写春联，担心人多，
就喊着我的老伙计一起过来等
了。”今年80岁的胡老先生和老
伙计早上8点就过来了，胡老先
生退休之后，也喜欢写写画画，
家里的春联也是自己手写的，
但从没请书法家写过，这次特
意想求副对联。

上午9点活动正式升级，大
红的纸张铺陈开来，给寒冷的
冬天增添了不少暖意。本报邀
请的书法家曲大成先生和陈浩
先生现场挥毫泼墨，引得不少
市民围观。

“看看我的对联！”梁先生
欢喜地举着刚题好的春联：“昂
首扬鬃腾浩气，奋蹄踏雪展春
风”。梁先生的这幅对子是陈浩
先生现场写的第一幅对联。由

于新鲜的墨汁干起来不容易，
梁先生便一直小心翼翼地用手
举着。

“知道今天有书法家为居
民献字，我便慕名而来，希望能
讨几个字，好好珍藏。”金耀宏
说，得知本报将邀请书法家到
新海阳社区为居民写春联后，
他便提前准备了6张宣纸，并自

拟了6副对联，一早8点就来到活
动现场，排队等候书法家献字。

拿到写好的对联，金耀宏
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晾干
的字珍藏起来。

由于排队求春联的居民太
多，活动一直持续到中午近12

点。“现在都是打印的，很少有
手写的春联，但是手写的春联

往往更有年味，更有文化气息，
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的年景。”梁
女士路过围满人群的活动现场
时，也赶忙让书法家写了一副。

此外，本报社区帮办队伍
的十余名义工包括律师、维修
人员、厨师等也在现场为市民
义务服务，帮市民解决了不少
难题。

烟台姑娘曹苏苏进《奇迹梦工厂》全国十强，父亲道出女儿参赛背后的故事

为为排排练练，，女女儿儿三三天天三三夜夜没没合合眼眼
得知女儿参赛，她已进入上海赛区前十

《奇迹梦工厂》是重庆卫视
一档全真人秀栏目，邀请中国
顶级影视明星担任导师，通过
导师全程参与的方式，发现优
秀影视表演人才，充分展示个
人和团队才艺。

陈可辛、张涵予、曾志伟、
海清与宁静，这五位国内顶级
的娱乐圈大咖共同组建了《奇
迹梦工厂》的导师团队。烟台23

岁姑娘曹苏苏便是“五料影帝”
张涵予战队的得力干将。经典
话剧《原野》、电视剧《李米的猜
想》……不禁让观众也让导师
们认定：曹苏苏是个有一定人
物塑造能力的演员。

而父亲曹高芳得知女儿参
加《奇迹梦工厂》，却是在曹苏苏
进入上海赛区前十名以后。“女

儿做什么事都喜欢有谱了以后
再说。”去年9月底，曹高芳接到
女儿的“通知”时，她马上就要去
北京了。曹高芳当时有点蒙，“可
我相信女儿。”曹高芳说。

曹高芳是滨州医学院卫生
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他告诉
记者，他其实很注重女儿文化
课的学习。2006年，曹苏苏随父
母来到烟台，在烟台二中读高
中时还是一个纯正的理科生。

高二那年，曹苏苏提出想学
艺术，一门心思想让女儿在理科
生路上发展的曹高苏最终决定
尊重孩子的选择，与女儿一起选
了主持人和表演两个专业，“主
攻是播音与主持，最后让重庆大
学电影学院表演专业给选上了，
张国立任院长。”曹高苏说。

发短信都得犹豫，怕耽误女儿休息

10月2日，曹苏苏去了北京
参加《奇迹梦工厂》节目录制。就
从那天开始，曹高芳觉得找到女
儿有点“费劲”了。

“太忙了，尤其是后来进入
到广州的‘梦想学院’，进入张涵
予导师的团队以后。”由于张涵
予自身也有很多工作，所以到
学院来辅导队员们常常是晚上，
而学员们也非常珍惜导师指点
的机会。

“有一次苏苏在电话里告
诉我，她三天三夜没合眼，一直
在练习、排练。”曹高芳说的这
次，是曹苏苏在十四进十二的
淘汰赛上，曹苏苏表演的是“万
人迷”的角色。

在曹苏苏的微博上还有这
样的一句话：“大家可能不信，万
人迷这个看似很好找的角色是
我比赛遇到的最大挑战！熟悉我
的朋友都知道，女人味、妩媚、搔
首弄姿，这些个‘仙’词在我23年

的生命里基本连影儿都没冒
过……那为嘛要偏向虎山行呢？
恰恰就是因为太多人都认定我
演不了！因此演了！怎么着！！虽
然没演好，嘿嘿……”

可就是这个曹苏苏口中的
没演好，让她在十四进十二的
淘汰赛上以第一轮第一名的成
绩直接晋级。

“每天都给孩子至少发一
个短信，叮嘱她注意休息这类
话。”曹高芳说，有时短信发出
去了，而一直在高强度排练中
的曹苏苏要三四天后才能看到
并回个信。“有时发短信都得犹
豫一下，怕赶上孩子难得打盹
的时间。”曹高芳说。

而谈起比赛，曹高芳却说，
自己常跟苏苏说，做什么事最
终都会有个名次，但名次是第
几不重要，即便是第一，如果没
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学不到
东西，这个第一就没有价值。

本报记者 陈莹

历经近5个月的全国海选和层层晋级赛，18日晚，
重庆卫视《奇迹梦工厂》揭开了全国十强的面纱。来自
烟台的姑娘曹苏苏在第二轮表演赛中一骑绝尘，进入
全国十强，成为成功晋级的唯一一名山东选手。19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曹苏苏的父亲曹高芳，与他谈起了女
儿参赛背后的故事。

为了演好“万人迷”，曹苏苏三天三夜没合眼，一直在进行
排练（受访者供图）。

19日上午，虽然天寒地冻，但火红的春联带起了小区的热度。图为曲大成先生(右一)在为居民写对
联。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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