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乡村娃上课，积极无偿献血

2000余名志愿者集中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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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彭彦伟
见习记者 辛周伦) 12月5日，记者
从日照市中心血站获悉，今年自11月
底天气转冷以后，献血人数大量减
少，血站各种血型出现紧缺，其中A型
和O型血已经低于警戒线，临床用血
也受到一定影响。血站呼吁广大市民
踊跃献血。

5日，日照中心血站在大学城友
谊商店设立宣传服务点，将献血车开
到现场，组织献血志愿者献血。上午10

时左右，第一位献血者来到献血车
内，“我本来是办理电话卡的，结果看
见献血车我就来了。这已是我第5次
献血了。”崔鹏飞说。

“天冷后献血人数就有所减少，
现在每天只有20到30人献血，但要保
证正常用血量每天至少需要70人左右
献血。”日照市中心血站宣传科科长
王纪成说，“天气冷了，大家都不愿意
出门了，献血的市民越来越少，街头
献血车很少有人光顾。”献血人数的

减少，导致A型和O型血库存比较紧
张。据了解，每200毫升血为一个单位，
每种血型的警戒线为200个单位，“A

型血现在已经低于警戒线30个单位，
O型血一直在警戒线左右徘徊。”王纪
成说，“其它血型虽然在警戒线以上，
但也不是非常多。”

王纪成介绍，近几年每年冬天都
会遇到“血荒”情况，“冬天天气太冷，
本身出门的人就少，所以献血的就更
少了。”王纪成说。另外，王纪成介绍，
冬天并不是农忙季节，在农村有在农
忙时得病但不急于做手术的，就会选
择在农闲时做手术，所以在一定程度
上也加重了用血负担。

血站用血紧张也影响到医院临
床用血。王纪成告诉记者，用血充足
的时候他们给每个医院的血量基本
都是固定的，“但现在由于用血紧
张，要20袋我们能给15袋就不错了。”
王纪成说。据日照市一医院不愿透
露姓名的医生介绍，现在除了应急

用血外，可以择期手术的，我们尽量
让他们选择互助献血，“血供应不足
我们也没办法，必须得留出应急用
血。”该医生说。

针对这种状况，日照市中心血站
也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王纪成科
长说：“我们会不断组织活动，进行宣
传，号召更多爱心人士前来献血。并且
我们还会联合单位，保障临床用血。”

乡下孩子们

迎来优质课程
上午9点，来自新营中学

的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付成昆
老师和来自驻日高校的学生
们，为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石
沟崖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英
语、音乐、美术等优质课程，孩
子们被这些有趣的课程所吸
引，教室里不时传出一阵阵欢
声笑语。

付成昆老师为孩子们带
来的是一堂生动的十八大报
告课程，在他的讲解下十分有
趣，他先从孩子们理想中的小
康社会入手，展开讨论畅想 8

年后的生活。小康社会在每个
孩子心目中的定义都不相同，
有的是希望爸爸可以拥有一
辆汽车接送上下学，这样他们
就不用再忍受寒风酷暑了；有
的则是希望妈妈能够不再那
么辛苦，不用每天早出晚归；
有的则是希望能够拥有很多

的图书和玩具，童年不再只与
跳绳为伴。

李帅是一名大一新生，同
时也是日照市义工联的一名
志愿者，有空时李帅就会来到
学校为孩子们补习课程。“这
里的孩子都很上进，我尽量教
他们一些他们平时学不到的
知识，让他们懂得更多，让他
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李帅表
示，志愿活动不应体现在志愿
者日当天，应该坚持下去。在
帮助他人的同时，他获得了很
多的锻炼，感觉特别充实。

热心志愿者

积极无偿献血
不少志愿者还在这天进

行了献血活动。5日下午两点，
在日照市大学城，无偿献血青
年志愿者们身穿统一的志愿
者马甲在献血点开展志愿服
务。走进采血车，记者看到，几
名大学生并排坐着正在献血，
十余平方米的献血车上，还站

着十几个学生正在填表验血
型，等待献血。大学生孙艳告
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献血，

“之前也害怕，但是我努力说
服了自己，献血不仅挽救他人
性命，而且对自己身体有益，
我以后要定期献血，做一名献
血志愿者。”孙艳说。

“在志愿者的倡议下，到
目前已有40余人来到这里献
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2月
8日、9日将在大学城得胜园、
大学城友谊商店门前，他们还
将组织山东水利职业学院的
志愿者开展大型无偿献血免
费体检、查验血型和献血咨询
活动。

另外，在日照市社会福利
院，志愿者们还为孩子们送去
了绿色盆栽；在日照市人民医
院，志愿者们为前来就诊的患
者提供导医、搀扶、心理疏导
和卫生清扫等服务……志愿
者们不辞辛苦，不计回报，挥
走严寒，温暖人心。

共青团日照市委组宣部
部长王志伟表示，高校大学生
一直是志愿者队伍中的一个
主体力量，青年志愿者参加这
种实践，对他们自身的素质起
到了很好的锻炼促进作用，在
服务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收获
了一份快乐，收获了一份成
长。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日照市志愿者协会8个
理事成员团队的2000多名志愿者开展蒲公英支教行动、
便民服务、志愿护工、环保宣传、文明创建等“七大行
动”。

他们有的去乡村支教，有的积极献血，有的去福利
院献爱心，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爱与奉献，为这个
寒冷的冬天，创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付成昆老师正在为孩子们上生动的十八大报告课程。

本报 12 月 5 日讯(实
习生 厉明 ) 5 日是国
际志愿者日，山东外国语
职业学院爱心社的志愿
者们来到位于奎山街道
的敬老院，看望住在这里
的老人们。一名志愿者唱
的一首《父亲》，使在场的
许多老人潸然泪下。

5 日上午 9 时，记者跟
随爱心社的 29 名学生志愿
者们来到奎山街道的敬老
院。由于志愿者们来过许
多次，不少志愿者一进门
就熟门熟路的找到一直都
有联系的爷爷奶奶们。

志愿者们陪这里的
老 人 聊 天 ，帮 他 们 洗 衣
服、打扫卫生，他们还将

凑钱买的袜子和热贴送
到每位老人手里并教他
们如何使用。“虽然东西
不多，也是我们的一点心
意。”一位志愿者说。

志愿者们还自发组
织给老人们表演节目，给
他们解闷。而吕世浩饱含
深情的一首《父亲》感染
了在场的所有人。随着歌
曲渐进高潮，许多老人都
红了眼眶，还有的掏出手
绢拭去眼角的泪水。

“希望通过我们这些
微不足道的力量，能够影
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去关
爱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
体。”爱心社的社长孟祥
良说。

学生志愿者探访敬老院

一曲《父亲》唱哭老人

本报12月5日讯(见习
记者 徐从芬 ) 气温转
冷，烤地瓜进入销售旺
季。记者了解到，今年的
烤地瓜 4 元钱一斤，价格
比去年同期涨了 5 毛钱。
烤地瓜摊主介绍，焦炭价
格上涨是烤地瓜上涨的
主要原因。

天气越来越冷，热
乎乎的烤地瓜愈发受市
民青睐。在日照太阳城
市场，烤好的地瓜摆在
烤炉上面，刘大爷正在
熟练地翻地瓜，。前来购
买烤地瓜的人真不少，
记者看到，不到十分钟
时间有五个人购买。不
过有不少市民抱怨，买
个 烤 地 瓜 要 花 四 五 块
钱，“烤地瓜价格都赶上
鸡蛋了，真是贵。”

刘大爷有六年的烤
地瓜经验，据他介绍，今
年的生地瓜价格与去年
基本持平，但是加上清洗
费、焦炭费用以及坏地瓜

的损失，烤地瓜的利润不
是很高。另外，刘大爷介
绍，一斤生地瓜最多只能
烤出七两熟地瓜，如果卖
不出去 ,烤地瓜放在炉子
上的时间越长 ,水分流失
越多,烤地瓜分量更少。

据了解，焦炭价格上
涨是促使烤地瓜价格比
去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
因。“焦炭去年是七八毛
钱一斤，今年的价格都涨
到一块五了，”在大学城
新合村烤地瓜的张女士
告诉记者。

记者在北京路批发
市场了解，生地瓜的批发
价格在7毛左右，不准挑
拣，成堆或者整袋出售，
里面好坏掺杂。生地瓜的
价格与去年持平，不过做
批发地瓜生意的刘女士
告诉记者，地瓜的价格还
会再涨，“现在地瓜刚下
来，量大便宜，等外面地
瓜运不进来，地瓜就涨价
了。”

烤地瓜一斤4元钱

市民称赶上鸡蛋价

冬季献血人数减少，血型库存紧张
已经影响到临床用血，血站呼吁市民踊跃献血

刘伯达正在体检区体检，并检
测血型。 见习记者 辛周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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