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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收费不统一，办学经费也有限

多数初中学校今年取消军训
本报 9 月 6 日讯(记者 秦

国玲) 相比往年初中新生军训
的“热火朝天”，今年潍坊各初中
学校的军训情况显得非常冷清。
6 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
服装收费难统一和学校开支过
大等各种问题，大部分初中学校
今年都将军训取消了。

6 日，记者了解到，今年只有
东明中学、新华中学等个别初中
学校正在进行军训，在市区众多

初中学校里显得“形单影只”，大
部分初中学校都没有进行军
训。据了解，军训对初中生没
做硬性要求，初中生是否军训
可由其所在中学根据学校具体
情况决定。

奎文区一位中学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取消军训主要
原因是费用问题，比如学生服
装费用统一和安排教官食宿问
题上。“之前都是要学生统一

购买军训服装，很多家长都觉
得费用不合理，每年都有家长
打电话到教育局投诉。学校也
怕了，后来就觉得还不如不
办。而且持续一周的军训，安
排教官的食宿费用问题，对于
学校来说，又是一笔大的支
出。”这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了节省开支，
前几年，很多学校就开始压缩
军训时间了，而今年大部分学

校干脆选择了取消军训。随后
记者又走访了其他很多没有进
行军训的初中学校，校方均表
示，办学经费有限和各种军训
收费无法统一，是他们取消军
训的主要原因。

“本来还想借着军训，让
孩子吃点苦呢。不搞军训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渠道能在这方
面锻炼锻炼孩子。”一位学生
家长孙女士告诉记者，她还是

期待学校能有军训这一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初

中、小学生的家长都希望能通过
军训这种方式，加强孩子意志品
质、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锻炼。
一位家长建议说：“就算不搞军
训了，这方面的素质教育还是可
以在学校今后的教育中通过其
它方式弥补。可以考虑在今后的
体育课、国防教育课上，把军训
这门课补上。”

本报 9 月 6 日讯 (记者 周锦江) 6

日， 28 岁的诸城小伙子郑成祥在山东省立

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郑成祥成为山东

省的第 99 例捐献者，同时也是潍坊的第 10

例。

6 日上午，记者在山东省立医院血输科

见到这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郑成祥，他正在

进行干细胞采集，郑成祥躺在床上，两只手

臂内侧都扎着针，血液经过机器后再流回身

体。责任医生王相华告诉记者，整个采集过

程大约需要 4 个小时，全身血液循环两遍，

达到受助者所需的量就可以。

郑成祥的爱人袁玉玲说，大约今年 3 月

份的时候得到消息说丈夫粗配成功，当时也

没有在意。“直到 6 月份的一天，他告诉

我，有人和他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了”，

同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袁玉玲告诉记

者，“虽然有这方面的常识，但是真正要捐

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但袁玉玲很快就说

服了自己。接下来他们又经历了一段时候的

攻关，终于让四位老人同意。夫妻二人才踏

踏实实赴济南捐献。

“ 2 日上午 11 点到了医院，打了三天

的动员剂(促进造血干细胞大量生长释放到

外周血中)， 6 日正式采集”，责任医生王

相华说，采集过程很顺利，郑成祥除了刚开

始出现 37 . 5 度的低热外，再无不良反应，

这是正常情况。据了解，作为山东省两家定

点造血干细胞采集点之一的省立医院，非血

缘捐献造血干细胞还是首例。按照相关规

定，郑成祥一年以后才能知道受助者是谁。

小伙捐造血干细胞给陌生人
昨日在山东省立医院采集，是潍坊市第 10 例，全省第 99 例捐献者

本报 9 月 6 日讯 (记
者 周锦江 通讯员 韩梅
袁洪涛) 6 日，记者从潍

坊市建工处获悉，在最近一
次全市建筑、装饰企业普查
中， 2 4 家企业被吊销资
质，相关部门将通过对企业
总量的压缩缓解市场无序竞
争。

据了解，潍坊市建工处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考核
组，对全市 786 家建筑业企
业进行普查，重点抽取 164
家企业进行实地考核， 153
家建筑企业考核合格， 28
家基本合格企业将进行限期
整改。

普查中，部分管理不规
范、资质硬件不达标的企业
被降级或注销，其中， 11
家企业因代表工程业绩、工
程技术经济人员、注册人员
等方面达不到资质标准要
求，按规定将被上报省建管
部门，予以吊销资质处理。
另外，还有 13 家装饰企业
因考核不达标，也被吊销资
质。

据悉，潍坊通过对企业
总量的控制，进一步缓解了
装饰装修市场无序竞争的状
况，提高企业整体素质，规
范优化了装饰装修市场环
境。

24 家建装企业

被吊销“执照”

记者在和郑成祥的爱人袁玉玲谈话中了解
到，两人同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而且两人
的爱情也是因“血”而起。
“当时我在诸城市人民医院，他在诸城市第

三人民医院，都是做血液检查”，袁玉玲介绍说，
因为血液取用都在一个地方，这样一来一往就熟
络了。可以说两人的结识也是缘于“血”。

认识之后夫妻二人就与“血”结下了缘，1999
年实习时认识，但是不熟，熟悉之后就了解到，竟
然都是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而且是同一批。结婚
以后相亲相爱，每年相约一起无偿献血。

“当得知你花一点时间就可以挽救一个人的
生命，而且你是唯一能救他(她)的人，这样的使命
感非常强烈”，袁玉玲说，当你得知你的一点点血
液能救人于垂危之际，甚至不必知道他是谁，是
男是女，只知道他因你而得救了，这样的感觉非
常奇妙。

作为医护工作者的郑成祥告诉记者，大家对
捐献造血干细胞不是很了解，其实真的没什么可
怕的，身体的再造能力很强。希望更多的人加入
到爱心捐献的队伍中来。

本报记者 周锦江

“你是唯一能救他的人，这样的感觉很奇妙”

郑成祥不时地抬起头，看看从自己身体中缓缓输入血袋的红色干细胞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