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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0月20日讯（记
者 王若松） 近日，由齐鲁晚
报与山东联合新媒体联手打造
的山东第一数字媒体运营平台
正式上线。这标志着齐鲁晚报
全媒矩阵再次壮大、新闻资讯
传递平台多元化再次升级。

这一数字媒体运营平台以
“传递价值资讯，快速精准发布”
为经营理念，以智能数字大屏的
展现形式，覆盖全省17个市，面

向区域用户提供生活消费咨询
服务，通过贴近、可观、可感、互
动的资讯传递，在拓宽媒体传播
渠道的同时，积极展现数字媒体
平台的商业价值，成功构建了覆
盖社区、公共出行场所、银行网
点、政府大厅等全方位多生态的
数字媒体运营平台。

作为山东区域首个数字媒
体运营平台，着力打造的是一
站式媒体资源平台，集功能性、

娱乐性、互动性、服务性等优势
于一身。平台上线后，通过智能
数字大屏快速精准发布由齐鲁
晚报官方授权的实时新闻、各
类信息资讯以及高端客户商业
形象推广；与此同时，平台还承
载社会公益服务功能，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通过智能数字大
屏，可以与社区业主、出行乘
客、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信息
互动，传递及时、准确、有效、有

趣的媒体信息。
目前，这一数字媒体运营

平台已经在全省范围内与山东
省文明办、省民政厅、海信集
团、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等数十家政府
部门及大型企业达成战略合
作，在全省已投放智能数字大
屏6500余块，年底前还将有
5000块完成投放。

据悉，齐鲁晚报自有全媒矩

阵包括报纸、齐鲁壹点客户端、
齐鲁壹家客户端、官方微信、微
博及齐鲁晚报网、齐鲁壹点网等
多个媒介平台。其中，齐鲁壹点
客户端下载量超过200万，活跃
用户超过10万，稳居山东第一。
官方微信与微博粉丝量均居省
内媒体首位。本次与山东联合新
媒体共同搭建新的数字大屏媒
体传播平台，将为齐鲁晚报影响
力营造与营销再添利器。

本报与联合新媒体共同搭建数字大屏运营平台

66550000块块智智能能大大屏屏精精准准发发布布信信息息

义义工工红红娘娘当当““机机器器人人””帮帮人人打打字字聊聊天天
赵连翠高位截瘫，6年帮100多对青年成功牵手

文/片 本报记者 徐艳

莒县多数遗体捐献者
都找她来见证

10月13日，在日照莒县热
电厂家属院赵连翠的家中，50
岁的高克风在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的见证下，在遗体捐献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也是
今年在赵连翠影响下，在其家
中签的第14份遗体捐献书，也
是8年来在她影响下的第18个
捐献者。

“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如
果能把眼角膜捐出来让别人重
见光明，把肾脏捐给尿毒症患
者重获新生，我觉得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赵连翠说，早
在2008年，她就成了莒县第一
个捐献遗体的人。

“有赵连翠给我当遗体捐
献的见证人，我放心。”高克
风告诉记者，她在1 7岁时因
一次事故成了高位截瘫，已经
瘫痪了30多年的她总以为自
己很没用，但看到赵连翠捐献
遗体的事后，她终于意识到自
己的更大价值。“活着不能更
好地帮助别人，但死后把眼角
膜和器官捐出去让别人获得
健康和光明岂不是一件更有
意义的事。”

莒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莒县共有25名
遗体捐献者，除赵连翠自己外，
有18名捐献者都是在她影响下
签订的遗体捐献书。这18人多
数都身有残疾，他们或与赵连
翠打过交道，或是被她的事迹
所感染。“一名高位截瘫的女性
有这样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全
都得益于她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的热心公益，了不起。”

赵连翠原本是一个身体健
康的“国家土地评估师”，有一
个美满的家庭，2003年一场突
如其来的车祸，让她落下了高
位截瘫，将她永远“禁锢”在了
轮椅上。

赵连翠回忆，“腊月初二

那天早晨，我骑着踏板摩托车
行驶在路上，就在这时前方突
然出现了一个行人，为了躲避
行人，我连车带人撞到了路边
的土堆上，造成了脊椎轻微骨
折，随后的医疗事故又让我高
位截瘫。”

这样残酷的现实，让赵连
翠无法接受，她一度心灰意冷，
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后来，
家人的爱以及朋友的关心，让
她重新振作起来。

义务助残近十年
磨坏五条轮椅车带

2005年，赵连翠的病情已
经稳定，她下决心走出家门去
创业。她卖过手机卡、纯净水
票，推销过化肥。她在创业的过
程中接触了很多残疾人，也亲
身体会到了作为一个残疾人是
多么不易，赵连翠就想尽自己
最大努力去帮助残疾人。

“回忆起来，在助残的道路
上，自己确实吃了不少苦，我曾
经磨坏五条车带，手上也磨破
很多次泡，但是我觉得这都无
所谓，只要是帮助了别人，自己
就收获一份快乐。”赵连翠说，
很多人对她的做法不理解，有
的人也曾对她说，自己应该照
顾好自己，不要去管那么多的
闲事。赵连翠并不这样认为，她
觉得爱心能使她坚强，助人给
她力量。

赵连翠第一次助残，是在
2007年。当时，她为城阳镇郝家
洪沟村高位截瘫的张仁爱买了
一辆轮椅，亲自送到了他家中，
这让张仁爱感动万千。“那天让
我记忆犹新，我将轮椅送到张
仁爱家中，他坐上轮椅，目视着
前方，慢慢地滑到了门外，然后
沉默了片刻，接着一抹眼睛哭
了起来。他说父母、姐妹都没有
为他做这些，而我却做到了，有
了轮椅又可以重新看到外面的
世界了。”赵连翠说，后来她又
帮张仁爱做了假肢。

从此，赵连翠助残善举就
没有间断过，感动着身边一个
又一个人。几年下来，她捐给残
疾人的轮椅近20辆，为贫困病
友支付药费，帮助一位盲人开
起了按摩诊所，为肢残的少年
安上义肢……这些年，赵连翠
为救助别人到底花了多少钱，

她自己都不记得了。

韩国男子
都找她做红娘

由于身体的原因，赵连翠
把自己经营的工艺礼品店都关
掉了，也没有太多收入去救助
别人，但她的公益之行并没有
停下来，而是选择了用另一种
方式去帮助他人。2010年，赵连
翠在家中操办当起“义工红
娘”，免费帮单身男女牵线搭
桥。

当年5月12日，在赵连翠的
撮合下，北京一位高位截瘫病
友王女士和日照的一位陈先生
确立了恋爱关系，这是她首次
帮残疾人牵线成功。赵连翠依
然记得当时的情景，她先给他
们介绍了对方的基本情况，双
方通了几次电话后，彼此都很
有好感。后来，男方找到赵连
翠，让她帮忙用QQ与对方聊
天，因为男方不会打字。在QQ
聊天中，王女士害羞地说，“赵
姐，您就把自己当成机器人吧，
俺们说什么肉麻的话，你可不
许笑话呀”。就这样，赵连翠当
了一回机器人。

众口相传之下，赵连翠手
里积累了很多寻觅爱情的嘱
托，她把这些信息存在手机里，
记在本子上，时刻放在心头。每
天，赵连翠名为“义工红娘”的
QQ头像都会闪个不停，而手中
的电话也像热线一样响个不
停。目前，赵连翠已经为1000多
人介绍过对象，100多对单身男
女成功牵手，这些男女来自全
国各地，还曾有一名韩国男子
慕名来找赵连翠。

赵连翠有一个心愿，就是
能让更多的单身男女找到另一
半，她会把“义工红娘”这份工
作用心做好。

“不是在做公益，就是在做
公益的路上。”记者了解到，由
于白天黑夜连轴工作，抽不出
时间做康复，而为了方便工作
她每天连水都不敢喝，如今赵
连翠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
前，但面对每一个来访者她永
远都是最灿烂的笑容。

“怀着感恩的心、坚强的
心，把公益越做越大。我始终相
信，就算是残疾人也能将正能
量发扬光大。”赵连翠说。

赵连翠，13年前因一场意外成了高位截瘫，就是这样一个三分之二的身体不受支配的残疾女子，
却坚定地走在了热心公益、爱残助残的路上。13年中她摇着轮椅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她被人亲切地称
作“轮椅天使”、“义工红娘”，在她的影响下，已经有18人在她的家中签订了遗体捐献登记书，她还帮
100多对单身男女成功牵手。

““捡捡了了””5500元元““还还给给””老老大大娘娘

1971年，赵连翠出生在莒县城阳镇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在家中排行老三。父亲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正直善良、热心
助人的品格对她有着深远的影响。

赵连翠小时候，父亲做的一件好事深深地影响了她。
“那时，我们村前有一个水汪，有一天一个名叫‘团结’的
小男孩掉进了水里，生命危在旦夕。这时父亲发现了，他
跳进了水里，把小男孩救上了岸，并口对口给他做人工呼
吸，最终小男孩得救了。”赵连翠说，如今那个男孩已为人
父，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望父亲，父亲过世后，他还是每年
登门看望母亲。

在父亲的影响下，赵连翠从小就有一副热心肠。1984年
夏天，13岁的她正拿着铁锨在家门口干活，忽然听到不远处
池塘里有孩子呼救，她把铁锨一扔，就跳了下去。靠着良好
水性和不错的体格，她把这个小男孩推上了岸。

1987年，赵连翠到桑园乡粮所参加工作。有一天，她看
到一位大娘坐在粮所门口落泪。原来大娘把准备买麻糁的
50块钱弄丢了，看到这一幕，赵连翠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赶
忙跑到所里找会计预支了50块钱，交给了大娘，并谎称钱是
在门口捡到的。那时，她一个月工资才40元。

第二天，她刚到单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袋子苹果和一
大摞煎饼，她很纳闷。同事告诉她，是一位大娘送过来的，老
人临走的时候说，这是送给“闺女”的。

就这样，爱心种子在赵连翠的心里渐渐生根发芽，长成
大树。后来，赵连翠做的善事也越来越多。

葛人物往事

赵连翠翻看着一张张通过她的介绍喜结连理的照片，心里别

提多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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