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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团圆”活动引来高度关注，小伙伴迫不及待想进城见父母

““我我要要准准备备个个礼礼物物进进城城给给爸爸爸爸””
本报8月4日讯(记者 谭文

佳) “我想爸爸了，我要准备个
礼物给他。”已经俩月没见到爸
爸的唐文琪说。“候鸟团圆”启动
首日，5个留守儿童家庭报名，本
报将征集10个留守儿童进城与
父母团聚，想报名的抓紧吧。

“昨天，女儿拿着报纸回家
给我看，说报社举行活动，可以

让她进城看爸爸，她已经两个多
月没见到爸爸了，所以很想参
加。”唐文琪的妈妈说。唐文琪
说，她跟父亲通电话，父亲也很
想她，并且希望她能到城里，于
是就报名参加。

4日，沂源县松仙岭村和芦芽
村共5个留守儿童家庭报名参加

“候鸟团圆”活动。记者来到这两

个村，见到了报名的5个家庭。这
些孩子基本上都没到过城市，他
们也渴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作为父母，我们觉得很惭
愧，他爸在外打工挣钱，现在又
是农忙时节，家里没有人能陪着
孩子出去玩。”芦芽村刁钰泽的
妈妈告诉记者。刁钰泽说，他玩
过的最好玩的是县城胜利公园

里的秋千，最开心的是跟妈妈到
镇上的集市买自己喜爱的零食。

记者问想不想爸爸时，刁钰
泽腼腆地点了点头。“他已经两
个多月没见到他爸了，每天都在
问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回家。”妈
妈告诉记者。

“候鸟团圆”是第二季“用爱
圆梦·不一样的暑假”大型公益

活动的第二期活动，由本报与安
利淄博分公司联合举办，面向全
市征集10个留守儿童，周三邀请
他们进城与父母团圆，他们还将
与城里的孩子结对子。

“候鸟团圆”活动全程免费，
如果您就是留守儿童的家长或
者您身边有这样的留守儿童，可
拨打报名电话：13287881656。

本周三、周四两天，10个留守儿
童家庭将进城与父母团圆。由于父
母常年在外打工，难得见到孩子一
面，本报联合安利淄博分公司接留
守儿童进城与父母团圆。

活动期间，安利淄博分公司还
为孩子们准备了精彩的活动，参观
淄博市博物馆了解历史文化，参观
少儿科技馆增长科技知识。同时，针
对暑期留守儿童安全事故多发的情
况，消防支队的官兵们还将为孩子
们普及一些安全常识，增强孩子们
的安全意识。活动还将安排孩子与
家长一同吃顿团圆饭，让许久未见
爸妈的孩子们与爸妈坐在一起享受
全家团圆的美好时光。

另外，城中小学的孩子们听
说将有一批大山里远道而来的小
伙伴们，来城里与父母团圆，他们
也准备了特别的礼物希望与小伙
伴们分享。

进城见父母

参观科技馆

本期“候鸟团圆”活动继续得
到安利志愿者们的大力支持。据
悉，将会有4名安利志愿者带领孩
子们与父母团圆。

耿建宁是安利志愿者，她同时
也参加了“不一样的暑假”第一期
的活动，活动结束后她感慨良多，
“让城里孩子们增强了自立能力和
独立能力，给他们一个与众不同的
暑假生活。”听说第二期“候鸟团
圆”活动即将开始，耿建宁表示希
望还能继续参与到活动中来，多帮
助山区孩子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听说孩子们从未出过大山，
也没参观过少儿科技馆，希望能陪
他们在城里好好玩耍，开心地与父
母团圆。”耿建宁说，留守儿童作
为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父
母特殊的工作方式让他们没有时间
与孩子在一起，因此这些孩子们的
暑假生活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
和关爱，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孩子们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温暖。

安利志愿者：

希望留守儿童

得到更多关爱

留守儿童边学习边干农活，他们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与与父父母母团团聚聚是是孩孩子子最最大大的的心心愿愿

“爸爸，

我想你了”

记者来到唐文琪家时，
妈妈正在果园里忙着摘成
熟的桃子。妈妈告诉记者，
现在正值农忙时节，每天
都在收获成熟的桃子。由
于桃子不能久放，摘下来
的必须当天卖掉。因为爸
爸要忙着在城里打工，收
桃的重任就落在了妈妈和
唐文琪的身上。

秋季开学唐文琪就上
3年级了，懂事听话的她知
道父母挣钱不容易，平时
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好，
还是班里的副班长。妈妈
虽然很忙但希望文琪要把
精力更多地放在学习上，
而文琪为了不辜负妈妈的
一片苦心，平时在家没事
就会看书。记者看到，开学
上 3年级的她已把数学课
本预习了一半了。

采访中，唐文琪一直
表现得很安静，跟同龄的
城市孩子相比显得内向。
唐文琪说跟爸爸只能用电
话交流，当着记者面，文琪
给爸爸打去了电话：“爸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
你了。”

唐金 给记者展示她的全家福照片。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爸爸在城里工作很辛苦，
我想看看他工作的地方，还想
给他收拾一下睡觉的地方。”唐
金 告诉记者。

听说参加活动不仅可以见
到爸妈，还能逛城里的博物馆
和少儿科技馆。她说，她从来没
去过这些地方，对于她来说，博

物馆和科技馆的画面只是通过
电视看到的影像，那里应该很
大很大，里面放着许多课本上
讲过的历史文物等。

“除了看爸爸，我最想去博
物馆看化石，以前从书本上读到
化石都是上万年前的石头，而且
上面会有动物和植物的化石，我

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唐金 说。
她的妈妈告诉记者，她从

小就喜欢看书，爸爸从外面打
工回来带给她的礼物也都是图
书或者画册，这是金 最喜欢
和珍惜的礼物。她希望到了城
里能跟爸妈一起逛一趟书店，
选几本心仪的书带回家。

爸爸很辛苦，想帮他收拾收拾房间

另一位报名参加活动的
小伙伴叫崔鑫蕊，崔心蕊与唐
文琪是好朋友，由于家庭情况
相近，父亲都在外打工，因此
两人平时都会在一起玩。

崔鑫蕊的学习成绩很好，
她有个姐姐，今年刚考上山东
师范大学。崔鑫蕊说她要向姐

姐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找到
好的工作为父母减轻负担。因
为父母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鑫蕊也很懂事地一边上学，一
边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

“平时在家里会帮着妈妈
干点活。”鑫蕊说，放假后最开
心的是妈妈带着自己到县城

里去玩。当记者问她，想象中
的张店是什么样？她想了想笑
着说：“应该跟南麻差不多。”

听说要跟城里的小孩见
面，鑫蕊表示她会准备一份特
别的礼物送给他们，具体是什
么现在暂时保密，等着给城里
的小伙伴们一个小惊喜。

边上学边照顾母亲，学会早当家

活动详情

本报记者 谭文佳

近近视视550000度度矫矫正正一一周周摘摘了了眼眼镜镜
参与者可免费体验角膜塑形，送防辐射眼镜，报名电话：2171788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罗
静) “佩戴这个角膜塑形镜一
晚上，孩子早上起来度数就下
降了。”一名体验过近视矫正的
孩子母亲在活动现场说道。据
专家介绍，目前角膜塑形是最
适合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方法。

据麦迪格眼视光中心的牛
主任介绍，青少年正处于发育
时期，眼球尚未定型。因此对于
青少年近视治愈在医学上仍然
是难题。目前最合适的方法便

是角膜塑形。通过角膜塑形稳
定近视度数，不再增长。据了
解，通过佩戴角膜近视镜，孩子
的近视度会稳定下来，不再增
长。500度以下的近视患者，佩
戴角膜近视镜一周后，白天都
不用佩戴框架眼镜了，视力基
本都能达到1 . 0以上。一名来自
博山的近视患者从8岁的时候
就开始近视，大约三四百度。通
过佩戴角膜塑形镜后，现在能
看到1 . 0以上的事物。

角膜近视镜则是通过眼睑
的自然压力以及泪液的循环等
物理条件来间接给角膜塑形，
纯物理矫正，对于青少年来说
是安全无害的方法。同时，部分
大散光、超高度数的近视患者，
也可通过角膜塑形来进行矫
正。此外，牛主任还介绍到，角
膜近视并不影响以后的近视治
疗。一名来自周村的女士说，

“俺孩子近视400度左右，佩戴
角膜塑形镜一周后，视力就达

到了1 . 2。”
为了让更多的近视青少年

摆脱这些烦恼，本报特举办大
型爱眼公益活动，邀请近视青
少年进行体验，力求通过免费
眼检和体验近视矫正，让更多
家长和孩子了解科学的矫治方
法摆脱近视的困扰，告别近视
眼镜。

参加活动的孩子每人都将
获赠一副价值200元防辐射眼
镜。报名电话：2171788。

时值盛夏，不少城里孩子会跟着父母选择出游来消暑度假，而远在山区的孩子们却在家里忙着干农活。4日，记者来
到了沂源县南鲁山镇的松仙岭村和芦芽村见到了报名参加“候鸟团圆”活动5个家庭，小伙伴们听说可以进城看爸妈了，
都非常兴奋。

文琪正在与爸爸通电话。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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