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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校园

本报“校园记者”招募引起学校关注

博文中学要倡议学生当“记者”
本报泰安 1 1 月 23 日讯(记

者 侯艳艳) 23 日是本报面向
泰安市广大学生发出“校园记
者”招募令的第二天，电话咨询
报名的市民和学生数量猛增，近
百人通过电话、网络，咨询和报
名加入“校园记者”。博文中学负
责人还致电本报，表示将在学校
发出倡议，希望学生加入“校园
记者”行列。

23 日一早，参加过本报“报

童营销秀”活动的李天骄打电话
告诉记者，她家已经订阅了新一
年的齐鲁晚报，她想通过参加

“校园记者”，得到更多的锻炼机
会。小报童郝新欣和马晓倩也在
网上留言，希望尽快成为一名

“校园记者”。
泰城博文中学的负责人对

“校园记者”兴趣浓厚，电话咨询
报名事项。这名负责人说：“学校
希望通过报社组织的活动，让学

生提升写作水平，增加社会阅
历。学校将于近期在学生中发出
倡议，鼓励感兴趣的学生报名加
入‘校园记者’。”

如果你想成为齐鲁晚报“校
园记者”，请与我们联系，只要学生
本人或家长是齐鲁晚报订户均可
报名。已经订报的市民，可凭 2011
年订报凭据报名；没有订报的，可
拨打 0538-6982107 联系订报并报
名。只要报名学生爱好写作，有一

定的写作基础，就可以报名加入齐
鲁晚报“校园记者”了。

成为“校园记者”后，学生可
以参加本报组织的各种参观学习、
生活体验、作文比赛、摄影比赛活
动，本报还将为他们颁发“校园记
者证”。对于本报一年一度的品牌
活动———“报童营销秀”，“校园记
者”拥有优先报名权。

在各种策划采访活动中，本
报将安排专业记者，对“校园记

者”的现场采访进行指导。“校园
记者”采访结束后，优秀作品可
刊登在本报上。除上述活动外，
齐鲁晚报还将定期在校园记者
中开展“齐鲁晚报校园优秀记
者”、“十佳校园记者”等评选活
动，根据每位“校园记者”的稿件
质量和数量对其进行奖励，并颁
发获奖证书。

齐鲁晚报“校园记者”报名
热线：0538-6982107、6982128。

本报泰安 11月 23日讯
(记者 刘慧娟 实习生 于
殿) 本报连续报道了白血病
女孩董雪顽强与病魔作斗争
的消息。23 日，泰安二中团委
相关负责人将学校筹集的
22400 元现金送到董雪妈妈
的手中。

2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泰安二中的几名老师来到
泰安市中心医院血液内科
病房看望白血病女孩董雪。
团委老师高静拿出一摞现
金说，这是泰安二中全校
3000 名师生一周之内募集
的，共计 22400 元。

高静说，作为董雪的母
校，学校为此次捐款发出了
募捐倡议，还召开相关主题
班会。本次捐款以班级为单

位，各个班都统一发了捐款
的信封，学生们将钱放进信
封里，然后投进捐款箱。在
统计学生们捐款数量、拆信
封的过程中，老师们不断发
现藏在信封里或写在信封
上的祝福话语。“在一个高
三应届班的信封背面，写满
了对董雪的鼓励。字很小，
写得很密，但是很工整认
真，看得出来，学生们真是
用心写的。”高静说。

据了解，董雪目前进入
第三个疗程。由于病情没有

达到完全缓解，现在还不能
做移植手术。由于前一段时
间肺部真菌感染，她的免疫
力很差。除了常规的白细胞
恢复治疗外，为防止感染，
还增加了抗感染的药物注
射。“前几天发烧的时候，每
天还要打一个 500 多元钱的
小针，还有其他一些辅助药
什么，算下来一天花费近
4000 多元。现在状况稍好，
但一天下来光药费就要
2000 多。”董雪的妈妈董慧
说。

泰安二中 3000师生一周捐了两万多元

爱心捐款送到董雪身边

23日，泰山学院美术系举办了以“舞动金秋
创意造型”为主题的队形比赛。共有 11个系，近 600
多名学生参加。图为象征团结的同心圆造型。

本报记者 刘丽 侯艳艳 摄

队形比赛

本报泰安 11 月 23日讯
(记者 侯艳艳) “有了‘手
机休息室’，学生都抬起头
来上课了！”23 日下午，山东
科技大学的刘老师这样感
慨道。两周前，为杜绝学生
上课玩手机现象，山科大采
矿专业 2009 级在全系开展
了“手机休息室”试点。

23 日下午，记者从山
东科技大学了解到，2009
级采矿专业共分 3 个班，
104 名学生全部为男生，这
些学生都在大教室一起上
课。在学生们上课的教室
前排，记者看到课桌上整
齐摆放着 3 个白色塑料盒。

“其实这几个盒子就是我
们设置的‘手机休息室’，
上课之前我们会把自己的

手机关机，然后放进这个
盒子里，生活委员负责保
管。”采矿 2 班班长刘畅说。

记者在学生中了解
到，目前大部分学生会在
上课前自觉将手机放到盒
子中。采矿 1 班的学生王乐
说：“以前有时一堂课要被
手机铃声打断四五次，现
在把手机放进盒子里，我
们听课也不会被铃声打
断 ，对 促 进 学 习 很 有 帮
助。”

山科大资源与土木工
程系党总支副书记殷永贵
表示，这个“手机休息室”的
方法是采矿专业辅导员尹
发利两周前提出设立的，正
在进行试点。

对于这种做法，采矿

专业的刘然慧老师也十分
赞同。他告诉记者，以前每
次上课前，他都会要求学
生关闭手机或调到振动
上，但上课时仍然会被突
然响起的铃声打断。现在
推出这个“手机休息室”的
举措后，学生们的听课情
况明显好了很多。“这种做
法要长期坚持下去，最好
制定一套相应的管理措
施，保证每个学生上课前
都把手机放进去，否则这
种做法可能会流于形式。”
刘老师提议道。

记者在学校发现，学生
对这一试点很支持，23 日
下午还在校园发放倡议
书，希望“手机休息室”推
广至全校。

上课时就让手机歇一歇

山科大给手机设“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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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正把手机放入“手机休息室”。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