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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赵荣走了，捐出眼角膜和遗体
为全市第二例，家人表示尊重和理解

本报聊城 3 月 15 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王
磊) 14 日晚 6 时，54 岁的
癌症患者赵荣走完人生最后
一程。15 日上午，省红十字
会眼科专家遵照她的遗愿，
摘取了她的眼角膜。

今年 2 月 23 日，本报刊
登《癌症患者赵荣签下遗体

捐献书 希望去世后还能帮
助他人》，讲述了赵荣病重期
间签下遗体捐献证书的感人
事迹。14 日晚 6 时，54 岁的
赵荣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
前几个小时内，她还嘱咐家
属，万一她不行了，就赶紧联
系红十字会。

15 日上午 9 时，记者和

省红十字会眼科专家赶到聊
城市人民医院殡仪中心，遵
照赵荣遗愿，按照器官捐献
相关规定，眼科专家用半小
时左右的时间摘取赵荣的两
只眼角膜。聊城市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说，“摘取眼角膜
后，医务人员会在死者的眼
球上安装一只类似隐形眼镜

的物体，并为逝者整理遗容。
这样做目的是尊重死者。”之
后，山大医学院将接受赵荣
的遗体捐赠。

“她这是在做好事，我
们理解她，我哭是因为她才
50 多岁就没了。”在市人民
医院门诊大厅内，赵荣的嫂
子刘燕手里捧着赵荣的遗体

捐献荣誉证书，哭着对记者
说。“人去世后，原则上夏
天 12 个小时内，冬天 24 小
时内可摘取眼角膜，超过这
个 时 间 ， 眼 角 膜 就 会 损
坏。”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说，捐献眼角膜的人相对较
少，目前等待移植眼角膜的
患者很多，赵荣的两只眼角

膜可使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
明。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
绍，赵荣是聊城市第二例成
功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人，
第一例是 2 0 0 8 年 7 月 4
日，莘县少年张道涵因病去
世后，向红十字会捐献了遗
体和眼角膜。

俩贼分工偷电脑 监控拍下全过程

①一人吸引注意力，另一人伺机下手。 ②趁人不备，拔下笔记本电源。

③拿起笔记本塞进衣服里。 ④俩贼得手后骑摩托车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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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3 月 15 日讯(记
者 李璇) 13 日，百度贴吧
莘县吧一位网友贴了一篇《门
市请注意：37 张图片记录莘县
店面被盗全过程》的帖子，提
供了多张监控截图，显示两名
男子在一家电脑专卖店分工
偷电脑，以及得手后离开的全
过程。

14 日，记者联系到发帖人
王先生，他是一家电脑专卖店
的老板。王先生说，丢失的笔
记本电脑价值不到 4000 元，
由于这款笔记本一直缺货，11
日下午刚进了几台。12 日店员
整理店内物品时发现电脑展
示柜台上只剩一根电脑电源
线，可电脑没了。店员及时联
系了他，他赶到店里查看监控
录像发现，11 日下午 5 点左右
两名男子来店里偷走电脑。他
随即报警，并向警方提供监控
录像。

15 日，记者在王先生提供
的监控录像上看到，两名男子
前后进入店里，第一个人进来
后直奔最里面台式电脑区。约
5 秒钟后，第二个进来的人披

着一件外套，一直在门口附近
的笔记本电脑区转悠。看到有
位长发的女士注意他，他就一
直拿着手机似乎在不停地发
短信，并围着柜台转了几圈。
直到那名长发女士拿包离开，
他见没人注意，便走近笔记本
柜台，把笔记本合上后装进披
着的衣服里。得手后，一边拿
着手机像在打电话，一边向第
一个进来的人这边走了几步，
随后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店
铺。门口的监控拍下两人同骑
一辆黑色的摩托车离开。

王先生说，监控录像里的
那位长发女士是这家电脑专
卖店的店长，一般有顾客进
店，店内的工作人员都会简单
询问顾客有什么需要，但那名
男子一进门就不停地打电话，
出于礼貌就没有打断他。随后
店长便去总店开会了。店员
说，给第一个进来的人介绍商
品时有过简单交流，男子是莘
县当地口音。发帖后有细心网
友发现，两男子进店时，停在
门口的摩托车没拔钥匙，估计
是为了方便逃跑。

现炒茶叶受市民追捧
本报聊城 3 月 15 日讯(记者

张召旭) “炒好给我留一斤，我明
天来拿，千万给留着！”14 日下午，
在北顺小学对过的天宇平价茶叶专
卖店里，当场炒制的龙井茶颇受市
民青睐。

14 日下午，记者在天宇平价茶
叶专卖店看到，门口摆着一口大锅，
一位师傅正忙着炒茶，娴熟的翻炒
技术以及茶叶的清香吸引了许多市
民驻足围观。每当一锅茶叶炒好，就
会有许多人争相购买。据介绍，现在
正是新茶龙井上市的季节，为让市
民能够亲眼目睹炒茶的过程，他们
公司专门从浙江请来特级炒茶师，

现场表演炒茶技艺。过路市民除了
可以向炒茶师请教炒茶诀窍外，还
可亲自动手感受炒茶的乐趣。

天宇平价茶叶专卖店工作人员
说，每年他们都会请师傅来现场炒
制茶叶，炒茶选用的鲜叶都是“两叶
一芽”的上等鲜叶，这样炒出来的茶
叶，茶型才会好看，冲泡出来才更有
味道。10 天下来差不多能炒 14 斤
茶叶，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现场
炒制的茶叶按照每斤 380 元的价格
出售。”工作人员说，通常 5 斤鲜叶
能炒制 1 斤茶叶，每斤鲜叶 75 元，
师傅每天 100 元工钱，再加上运费，
现场炒制的茶叶都是赔本销售。

现场炒制的茶叶，一天下来才能炒一斤多。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聊城小伙下广州维权”追踪

发帖征受骗经历 写防骗指南
本报聊城 3 月 15 日讯(记

者 李怀磊) 本报 11 日
C05 版《百张手机卡疑遭买家
“调包”》、14 日 C20 版《为了
维权，花多少钱都值》先后报
道只身赴广州取证维权的聊
城小伙王兆刚于 14 日晚 9 点
多回到聊城，尽管辗转万里没
能找到买家，但他不后悔。

自 9 日南赴广州取证维
权，到 14 日晚上回来，为了
2500 元的电话卡，王兆刚已
经耗费近一周的时间，但最后
仍没有找到买家。“一点不后
悔，就是想找到这个人，不能
让她继续这样干了。”记者了

解到，王兆刚受骗后不久，就
将自己的经历发到了论坛上，
然而由于忙着维权，很长时间
没有管理，回来后他就忙着管
理贴子并向网友征集类似受
骗经历，并让大家出招，写一
份防骗指南。

王兆刚的受骗经历一贴
浏览量已经上千，回复已近
百。不少网友斥责诈骗者的同
时，还给他很多善意的建议和
提醒。同时，王兆刚个人征集
的类似上当经历得到了不少
回声，他将这些经历整理后，
准备写出一份防骗指南，发到
网上，提醒网络交易的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