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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爱心小报童佳琪：

捐辛苦卖报钱给乞讨者

本报8月2日讯 2日早7点
半，在北马路三水大厦门前，一
个头戴本报小报童帽子的小姑
娘，把一张1元纸币放到一个乞
讨者手中，随后跟着母亲继续向
前走去。

这是记者2日早上见到了场
景，记者忙追上去，经询问得知，
这名小姑娘是本报小报童佳琪。
佳琪的妈妈告诉记者，佳琪每天
固定取30份报纸。早晨卖完报
后，还要去上补习班。

尽管辛苦一个早晨，卖30份
报纸才赚了几块钱，但佳琪还是
毫不犹豫地拿出1元给了乞讨
者。

“我和她爸爸一直告诉她要
帮助弱者、助人为乐。她的老师
说她在学校就是一个热心肠，同
学遇到困难她都会积极帮助。等
到开学她就上初一了，趁暑假出
来锻炼锻炼。”佳琪的妈妈告诉
记者。

佳琪告诉记者，“她肯定比
我更需要这一块钱，我平时少吃
一根冰棍就可以了。”

简单聊了几句，佳琪马上要
赶往补习班了。记者再三追问佳
琪的全名，佳琪羞涩地躲在了妈
妈身后。

佳琪的妈妈告诉记者，“她
出门时经常带着5毛的硬币，遇
到乞讨者就会给，这样的事不用
宣传。”之后母女二人便开车消
失在人潮里。

排行榜

2日早上不到7点，一个
消瘦的身影便活跃在三马路
海通证券站点处。“阿姨，买
报纸吗？”9岁的徐腾抱着一
摞报纸不停地询问着。

今天的她卖得格外努
力，因为 8点半她就要排练
舞蹈，中午要练爵士舞，下

午还要到少年宫。
在一旁陪伴徐腾的妈妈

李风梅告诉记者，徐腾喜欢
跳舞。为了不耽误排a练，徐
腾只得早上5点来钟就起床，
6点来钟就开始卖报。

李 风 梅 告 诉 女 儿 ，每
个人心里都有个勤恳小人

和懒惰小人，要学会坚持。
“ 我 心 里 的‘ 好 小 人 ’战 胜
了‘坏小人’。”徐腾调皮地
说。

徐腾咬牙做到了，因为
她有自己坚持的信念，“我要
攒钱上大学，妈妈就不用那
么辛苦了。”

一天三场排练仍坚持卖报

妈妈在一旁为她做民族舞舞衣，徐腾为妈妈分担一份辛苦而卖报攒钱。 本报记者 曲彦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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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坤 1650

姜家辉 1570

杜蔚 1150

张琦 970

刘雯婧 920

赵蒙鲁 760

刘亚俊 690

姜涵 680

刘晴 610

贺业林 590

吕萌婷 580

于知鑫 580

姜雨珊 550

宋怡林 550

傅伟 540

孙亚惠 515

于子涵 510

曹士川 500

韩蕾 500

文思楠 470

注：以上数据截止到8月2日，距
离比赛结束还有8天。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侯艳艳) 环
海路社区电子仪宿舍小区，仅有一条
土路出入小区。过去的30年里，一直困
扰着小区的上千名群众。自从2个多月
前社区的“第一书记”姜东娟上任后，
这条路得到整修，彻底变了样。

7月29日，记者来到环海路社区，恰
逢养管处的施工人员在社区道路铺设
人行道板。以往积水严重的土路如今
已经铺设了沥青。

记者了解到，这条刚硬化完成的
道路是电子仪小区1390名居民通往外
界的唯一通道。小区居民介绍，在过去

的30年间，这条土路从没有修理过，每
当雨雪季节，路面泥泞难走。

34岁的姜东娟是芝罘区住建局办
公室主任，5月16日，她被芝罘区委安排
到环海路社区担任起“第一书记”。姜
东娟到社区报到的第一天，途经的土
路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现场勘察，芝罘区住建局决
定出资30万元，委托烟台市养管处对道
路进行施工改造。

姜东娟说，她只是挂职的‘第一书
记’中很普通的一员，“多为百姓做点
实事，心里才踏实。”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侯艳
艳) 奇山东街的一个化粪池多
年未清理造成堵塞，但由于居民
楼里选不出有公信力的“挑头
人”，不少居民不愿掏钱疏通。

2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奇山
东街63号楼，市排水处设施管理
科科长项先玉已经赶到。市民李
女士说，近两个月来，家中的厕
所每隔几天就会有污水溢出。

项先玉掀开化粪池井盖查
看情况。他说，由于多年没疏
通，化粪池里的污水管已经被
污水淹没。如果近期不清理，化
粪池就会外溢，影响居民生活
环境。

据项先玉介绍，附近3栋居
民楼共用一条污水管线，因此
清理费用需要3栋楼的居民共
同出资，每户只需出几十元钱。

“楼里没有楼长，由谁来收费大
家才信任？”李女士有些疑虑，
没有一个“挑头人”，清理费用
可能收不齐。

记者又询问一名楼上的住
户，居民王先生说，除非居委会
证明，否则他也不会直接把钱
交给别人。

为动员居民解决问题，李
女士找到居委会，在项科长的
见证下，居委会开具了一张证
明单。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以
前小区220栋居民楼，每栋楼里
都有楼长，解决问题很方便。

“老楼长年事已高，新楼长
很难发展，不少居民楼没人愿意
当楼长。”这位负责人有些无奈，
居民楼需要有楼长，但由于当楼
长属于志愿行为，没有待遇，很
多年轻人不愿给自己“添麻烦”。

项先玉到居民楼前查看化粪池堵塞情况。 本报记者 侯艳
艳 摄

楼长越来越少，居民楼里没了“挑头人”

开放小区遭遇化粪池清理难
你有看保质期

强迫症么？

网友wx867424131：
不知从何时起，买食品，吃

食品都要看看生产日期再看看
保质期算一下过没过，能吃否。
我觉得我挺严重的，已经有了强
迫症，家人朋友给买的吃的喝
的，第一步先看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以至于被家人误认为见外，
害怕被他们毒死。

记得有次家人在楼底一个
小卖部买了一大瓶芬达，结果我
喝到剩一点点忽然觉得味道不
对，一看过期了。第二次，老妈买
的酸奶，还有一周过期，然后没
喝完，一周后我又喝，一喝完我
吐得一塌糊涂，眼睛肿胀充血，
四肢无力。我当时感觉离阎王爷
不远了，真的感觉要over了。还好
在诊所打了个点滴，喝了好几天
稀饭好了。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
再糊里糊涂拿过来就吃就喝了。

网友跟帖：
@独揽江水

买食品看保质期是好习惯
呀，为什么说是强迫症呢？
@做个坏人真难

其实过质保期不久的东西
都不应该有问题，但打开的食品
质保时间会大幅缩短，这才是最
要命的。
@chitty1299

亲，你这个也太严重了。我
就是买奶制品、面包、和肉制品
的时候会看看保质期，其余的基
本上就没有啦，我觉得看这些足
够啦！
@cjx2009

买之前一定要看，吃之前也
应该看，为了省那点东西，再去
医院造钱实在不值当。
本报记者 鞠平 整理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曲彦霖
见习记者 蒋慧晨 采写

“第一书记”到社区先修路

30年坑洼路

彻底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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