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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老乡结伴报名“百家团圆”活动
对即将与孩子见面他们充满了期待

春节怎么过更开心，您有
什么好经验、好创意、好体会，
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吧！齐鲁晚
报春节特刊向您征集金点子。

您知道哪里有既有特色
又有情调的饭店酒吧，不妨与
大家共享；您有什么与众不同
的就餐体验，也可以拿出来与
大家分享，也让大家在春节的
山珍海味中换换食谱，吃得更
健康、更绿色、更舒服；过节发
了奖金，您准备怎么花；逛街、
网购、代购，春节“淘”宝，其乐
无穷，您有什么高招、乐趣？

节假日不少人可能会在
旅途或者他乡度过这个春
节。您有什么好的旅游去处，

或者省钱攻略以及磨炼出来
的经验？

还有人喜欢宅在家里看
电影、看电视、看书、听音乐，
让心灵放松，足不出户，但心
已经走得很远。推荐一本好
书、一部好电影给朋友，也为
自己多找几个知己；也有很多
人有着自己的圈子，驴友、DV
发烧友、航模……许多圈子多
不为人所知，如果您能分享一
下您的故事，那对许多读者来
说，又增加了一分见识。

今年春节要到谁家过
年？好像很多小夫妻摆不平
哟，您有什么高招让双方都
欢欢喜喜把家还？农村老家

对城里出生的孩子还有多大
吸引力？走亲访友、陪伴父
母，亲人们的期盼您懂的；压
岁钱怎么给更有亲情有面
子，这里面有学问；拜年短信
叨扰又期待，您有没有酸葡
萄心理？把您的感受、经验与
大家分享吧。

有人说，年味越来越淡
了，也有人说，年味依然浓厚，
只是我们过年的方式越来越
丰富了。您还记得那童年时的
玻璃球吗？您还记得揣一兜鞭
炮和小伙伴们比花样吗？重温
儿时的春节快乐，让那些美好
的记忆永远保留。

年到了，有好吃的、好喝

的、好玩的、好看的，您就别
掖着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一下吧。

您可以通过本报热线
96706给我们打电话，也可
以发送邮件至qlwbtekan@
126 .com，还可以通过齐鲁
晚报腾讯、新浪官方微博和
我 们 互 动 。齐 鲁 晚 报 网
(www.qlwb.com.cn)也开设了
蛇年春节特刊专题，欢迎读者
留言。寄信的读者请寄递：济
南市泺源大街6号，齐鲁晚报
文娱新闻中心 张向阳；邮
编：250012。敬请作品提供人
留下通讯地址、电话、电子信
箱等联系方式。（本报记者）

本报“百家团圆”公益
活动已启动一周，目前报名
正在进行中，济南、青岛、济
宁、淄博四地还均未报满，
想报名的外来务工的朋友
请抓紧报名。

如果您是在济南、青
岛、济宁、淄博四个城市打
工的山东籍外来务工人
员，春节不能回家过年，而
您留在家中的孩子正期盼
着与您团聚，您可以告诉
我们，我们会在农历小年
前后将您的孩子接到您所
在的城市与您团聚，并由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为您
提供一系列的爱心帮助。
咨询和报名请您拨打本报
热线96706。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穆静 实习生 宋伟健）

近日，看到本报“百家团圆”
大型公益活动后，济南锦湖
运输有限公司管理部长杨
乃成表示，留守儿童来济南
后，如果有集体参观活动，
公司将会免费提供大巴车
接送孩子。

“孩子们来了之后，我
们可以出几辆大巴车，带着
他们到博物馆、科技馆以及
济南的各个景点转转，让孩
子开拓一下视野。”杨乃成
说，除了提供大巴车外，如
果还有其他需要，比如买景
区门票等，他与公司也会尽
量满足。

杨乃成告诉记者，他也
来自农村，看到村里留守儿
童对亲情的渴望，早就想做
一些事情，看到齐鲁晚报

“百家团圆”活动后，他就赶
紧给报社打来了电话。“我
觉得，这个活动能聚集全社
会的爱心来关注留守儿童，
也能给条件宽裕的外来务
工父母提个醒，抽空多回家
看望一下孩子。”

据杨乃成介绍，济南锦
湖运输有限公司每年都会
有一些公益计划，尽企业的
社会责任。“如果晚报以后
再有这方面的公益活动，我
们也希望能参与进来。”

春节怎么过，好经验、好创意、好体会拿来与大家分享吧

本报春节特刊请您“凑份子”

报名“百家团圆”

请拨打96706

“孩子游玩用车

我们管了！”

本报淄博 1月 13日讯（见习记
者 崔洋洋）得知本报的“百家团
圆”活动后，在淄博小庄生活区附
近做水果生意的张文良联系了同
村的老乡一起来到本报淄博记者
站报了名，他们很高兴，因为不久
后就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张文良和妻子在淄博小庄生
活区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已经两年
多了，他们老家在沂源县张家坡
镇。“虽然家不是很远，但是做水果
生意不敢耽误。时间一长，水果就

会烂。一年到头只能偶尔回趟家，
炕没坐热乎，就得急着往回赶。”张
先生对记者说，他有一个9岁的女
儿，上小学三年级。因为奶奶年龄
偏大，身体又不好，所以就让女儿
跟着姑姑一家生活。“感觉孩子对
我们很冷漠，跟姑姑、姑父反倒亲
多了。”张文良说。随后，和张文良
一起卖水果的他的老乡张洪吉也
赶来报名了。

据了解，两位张先生老家在
同一村，又一同在淄博卖水果。张

文良了解到本报这次活动后，觉
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就当即通
知了老乡张洪吉。张洪洁的女儿
12岁了，现在上初一，在老家一直
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因为离
家较远，孩子住校。“孩子很懂事，
那天给我打电话说，天冷了，让我
和他爸穿暖和一点儿，吃好一点
儿。”张洪吉的妻子告诉记者。张
先生接过话说：“每个星期给她30
块钱生活费，来回坐车就 4块，她
还省下钱给我们买东西。回家的

时候，女儿还会跟妈妈说说同学
之间的小秘密，而且她干啥都起
劲，作业写得好，玩得也比较恣。”
说起女儿，张洪吉似乎有说不完
的话。看得出，他们对即将与女儿
见面充满了期待。

最后，两个家庭一块儿报名
参加此次活动，记者请他们写下
想对孩子说的话。一家写了：“女
儿，爸妈很想你”，一家写下了“闺
女，你在家还好吗？爸爸牵挂你，
想你”。

11日上午，看到本报有关“百家
团圆”活动的报道后，在淄博潘庄社
区经营超市的宋女士联系本报记者。

“我家有个亲戚常年在博山打工，他
的女儿艳萍今年10岁，在莱芜老家和
大伯一家生活，我能不能替她报个
名？”得到记者肯定答复后，宋女士留
下了孩子的联系方式。

12日，记者来到了莱芜市和庄

镇，联系到了这个孩子的大伯崔先
生。崔先生介绍，艳萍爸妈常年在
博山区一家劳务公司打工，公司的
业务遍布全国各地，随机为员工安
排工作，所以时间和地点不确定，
一年更难得回几次家。孩子今年10

岁，上小学三年级，还有一个17岁
的姐姐，在上高中。此时已到了饭
点，艳萍静静地坐在灶台前烧火，

帮着大伯大娘做饭。孩子的大娘对
记者说：“这个孩子很听话，下午放
学从不乱跑，回家就帮我烧水、馏
馒头。”记者问艳萍最爱吃什么，她
低下头搓着手说：“最爱吃爸爸买
的羊肉串。”当她得知有机会在淄
博与爸妈团聚时，小脸上泛起了兴
奋的红晕。

本报见习记者 崔洋洋

每天早上4点起床烤地瓜、烤
梨，8点出摊，晚上8点才回家，一日
三餐随便应付一下，这就是从聊城
来济南打拼的“85后”杨红和丈夫
李浩一天的状态。“趁着年轻多赚
点钱，以后把儿子接到济南来上
学。”杨红对记者说，虽然工作累，
但想想赚到钱以后就能把孩子接
到身边，就不觉得那么累了。

一辆三轮车、一台烤炉、几箱
梨、几箱地瓜，三轮车上打着的招
牌上写着“正宗杨子烤地瓜烤梨”，
红底黄字，格外醒目，这就是杨红
的摊子。

上周五的上午，在经四路附
近，杨红麻利地将烤熟的地瓜、梨
放到烤炉顶部，用小方棉被盖上，
透过棉被，烤地瓜、烤梨呼呼地冒
着热气。寒风中，不少人停下来，买
上几块烤地瓜、烤梨，老主顾还会
与杨红聊上几句。在不远处，杨红
的丈夫李浩的“烤地瓜摊”也已经
热气腾腾。杨红说，她跟丈夫做生
意价格公道，烤出来的地瓜和梨都
很甜，生意格外好。

杨红跟丈夫都是1985年出生
的，老家是聊城市莘县，2012年年

初来到济南打拼。“我们春天时摆
地摊卖包，夏天、秋天时卖水果，冬
天卖烤地瓜。”杨红告诉记者，别看
这些都是小本生意，但只要勤劳，
在济南还是能赚到不少钱。“夏天
卖水果，一天能赚二三百块钱。冬

天卖烤地瓜生意好时，一天也能赚
几百块钱。”

“我们出来做买卖，俩孩子在家
里由奶奶照看。”来济南后，两口子
见孩子的次数少了，想孩子时，就给
孩子打个电话。杨红说，家里大儿子

8岁，小儿子3岁。孩子还小，夫妇俩
肯定会想孩子，但他们想趁着年轻
多打拼，以后攒够了钱在济南买套
房子，将儿子接到身边。“现在吃苦，
却可以为孩子开创美好未来。”开朗
的杨红笑着说。

淄博一读者

给乡下亲戚报名

来济南做生意的“85后”夫妇：

等赚够了钱把孩子接到身边
本报记者 穆静 实习生 宋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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