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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您捐一袋米面捐一件新衣
张刚大篷车“助贫迎春”活动携手好心人帮更多贫困家庭过个好年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林
媛媛 实习生 武青) 随着
春节的步步临近，很多市民已
经开始忙年，买干果、灌香肠、
订年夜饭……就在同一个城
市，很多家长还在为病榻上孩
子的医药费发愁，很多孤寡老
人大年夜的肉馅饺子还没有

着落，很多孩子还在眼巴巴盼
望着新年能穿上一件新衣
服……

本报张刚大篷车第三
届助贫迎春活动启动以来，
很多贫困市民打来热线电
话，希望能通过好心人的帮
助过一个好年。对于他们来

说，过一个好年仅仅意味着
让盼年盼了一年的孩子穿
上一件新衣服，在年夜饭吃
上一顿肉馅饺子。就是这样
简单的希望，他们也很难通
过自己的力量达成。

本报张刚大篷车愿意为
爱心人士和贫困家庭搭建一

个平台，希望爱心人士能奉献
一片爱心，帮助这些家庭度过
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不管您
想捐赠一袋米还是一袋面，或
者是一件新衣一些肉菜，请您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96706126，我
们将把您的爱心送到有需求
的人手里。

格市场调查

婴幼儿专用小家电
价格离谱质量没谱
本报记者 仲爱梅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网上热卖的婴幼
儿小家电体积虽然不
大，功能也很简单，价
格却普遍不菲。记者
调查发现，同样是小
家电，只要打上了“婴
幼儿专用”的标签，身
价立马就涨了一大
截。以网上热卖的一
款奶瓶消毒器为例，
网上售价高达400多
元，而采用了同样原
理的某品牌普通消毒锅，只
要一两百元就能买到了。

那么，这些打着“婴幼
儿专用”旗号销售的小家电
产品果真管用吗？记者随机
采访了数十位年轻母亲后
发现，尽管婴幼儿小家电身
价普遍不菲，但其实很多都
不靠谱，非但实用性不强，
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质量
保障都没有。市民张小姐就
告诉记者，从宝宝出生到现
在，她陆续在网上买了十几
种婴幼儿家电产品，结果真
正用上的没几件。“几十块
钱买来的吸鼻器，一碰到宝
宝的鼻子，他就哇哇大哭；
蒸蛋器就更可怕了，因为不
知道采用了什么材料制成，
异味很大，我压根就不敢给
宝宝用，买回来以后就直接

扔在一边了。”张小姐说。
“虽然我国婴幼儿家电

市场发展迅速，但其实仍处
于起步阶段，相关行业标准
缺乏、进入门槛低，导致市
场鱼龙混杂，伪劣产品充
斥，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
障。”有业内人士透露，很多
在网上热卖、身价昂贵的婴
幼儿小家电产品其实都来
自于小企业，甚至是家庭作
坊，消费者如果购买了这样
的产品，一旦出了问题，找
都没地方找。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
关于孩子的标准只有两个：
一个是玩具安全标准，一个
是婴幼儿服装标准。而家电
这一块，根本没有相关国家
标准，打上“婴幼儿字样”只
是商家的一种炒作手段。

质量难保障 价格挺离谱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武青) 12岁的志国原

来是一个非常开朗快乐的孩子，自
从1个月前查出急性肾衰竭之后，孩
子原来活泼调皮的脸上再难见笑
容。

21日上午，记者在武警医院的
病房见到了志国。见面之后，志国低
声说了一句“阿姨好”之后，就躺在
床上不再说话。志国的父亲说，孩子
自从生病之后，可能是因为身体不
舒服也可能是心情不好，总是提不
起精神来，不爱说话不爱笑。11点半
左右，志国的妈妈做好饭送到医院。
志国的父亲陪孩子吃饭，妈妈和记
者走出病房。

一出病房，志国妈妈的眼泪就
再也止不住了。“当着孩子的面我不

敢哭，他本来就不舒服，怕他难受。”
志国的妈妈说，孩子从小就特别健
康，连感冒都很少，而且长得高高
大大，比同龄的孩子都高出好大一
截。前段时间一场感冒之后，孩子
恶心呕吐，来医院一查竟然是肾衰
竭。

志国的妈妈告诉记者，他们家
是仲宫农村的，夫妻俩目前都在市
区打工，孩子在友谊小学上学。孩子
生病一个多月，就已经把家里的积
蓄花得差不多，实在不知道以后该
怎么办了。

“一个月已经花了两三万，家里
全部积蓄都花光了，现在就是亲戚
给一点，再借一点。”志国的爸爸因
为有哮喘病干不了重活，多年来开
一辆面包车拉活，志国的妈妈在家

政公司工作，两人的收入都不高。
“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房子，我
每天都回家给他做饭。”志国妈妈
说，孩子病了营养得跟上，给孩子买
的肉和鸡蛋他和丈夫一口都舍不得
吃。“只要能给孩子治病，我们吃再
多的苦都行。”

友谊小学的校长吉天军告诉记
者，志国在学校人缘非常好，他生病
之后班里的同学都争着去医院看
他。“志国家的情况我也了解了，经
过商量，我们决定最近在全校为他
组织一次募捐活动。虽然不能解决
大问题，但也是老师和孩子们的一
点心意。”吉天军再三拜托记者，希
望通过齐鲁晚报的报道能有更多的
好心人一起帮一帮这个可爱的孩
子。

12岁农家男孩突发肾衰竭
父母打工难以支撑医药费，希望好心人帮一把

第三届助贫迎春活动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林媛
媛 实习生 武青) “好好走着
的路，怎么两头一封变成了停车
场？”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说，窑头路南侧一条连接窑头路
和经十路的道路两头都设置了杆
子，变成了停车场。

21日上午，记者在窑头路窑头
小区西侧的这条道路上看到，道路
的东侧全部被划成停车位，大约有五
六十个，而路的南头和北头则都设置
了栏杆和岗亭，岗亭内有工作人员对
进出的车辆开据发票或者收钱，然后
起杆放行。在道路北头的墙壁上，明
确标注着“停车场”的收费标准。

家住窑头路的市民张先生说，
以前这条路车流量不小，现在这样
一挡住，想去经十路就只能绕行二
环东路或者浆水泉路，绕了远不说
高峰时还堵。

岗亭内收费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停车场”归姚家街道管，一
个多月前“停车场”建起来之后他
们就开始在这儿工作了，“一个小
时两块钱，有票。”记者询问如果不
停车只经过行不行，工作人员回
答：“一般不让走，真想走也可以，
光走不停车不收钱。”

姚家街道城管部门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条道路确实是由街道和
交警合作改建的。“这条道路是一
条重要的消防通道，以前这条路上
的乱停乱放现象非常严重，对道路
通畅有很大的影响。”这位负责人
说，现在车位统一规划，收费统一
管理，道路很通畅。

“如果只是路过不停车，岗亭
直接放行。”面对记者提出工作人
员表示“一般不让走”的说法，这位
负责人表示不可能。

尽管如此，很多市民仍然表示拦
路管理乱停乱放的方式不可取。张先
生说：“就算是不收钱，两头都得停下
来解释，还不够麻烦的。”张先生质
疑，现在很多道路都停车收费，只要
划定车位让收费员在路边收费即可，
设立栏杆是否真的有必要？

两头一封道路变成停车场？
姚家街道说：这是为管理停车，路还可以走

暖奶器、消毒器、电动奶粉搅拌器、食物调理

机……在各大购物网站，打着“婴幼儿专用”旗号进

行销售的小家电名目繁多，颇受年轻父母的欢迎。

然而，这些看上去十分专业、安全的婴幼儿小家电

尽管身价不菲，动辄成百上千元，其实很多并不靠

谱：因为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有的甚至连最基本

的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售后服务等都无法保证。

距离宝宝出生还有一
段时间，“准妈妈”小米已经
开始陆续在网上给宝宝置
办各种生活用品了。暖奶
器、奶瓶消毒器、理发器、电
动奶粉搅拌器、婴儿食物调
理机……在小米的淘宝购
物车中记者注意到，除了尿
片、奶瓶等传统育婴用品
外，还有各种各样标有“婴
幼儿专用”的小家电，初步
估计不下十几种，累计花费
两三千元。“其实我也不知
道这些东西管不管用，但既
然大伙儿都买，而且又那么
受爸爸妈妈的欢迎，总该有

点用处吧。”小米表示。
婴幼儿小家电到底有

多受欢迎？在淘宝网搜索页
面，记者试着输入“婴儿理
发器”字样，搜出了2万多件
相关产品，其中一款标价为
109元的婴儿理发器最近一
个月的销量高达4000多件，
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普通家
电的网上销售量。而输入“婴
儿”、“家电”等关键词之后，
搜索出的相关产品就更多
了，从电动奶粉搅拌器、暖奶
器、音乐坐便器，到奶瓶消
毒器、婴儿食物调理机、婴
儿驱蚊器等等应有尽有。

婴幼儿小家电网上热卖

道路两头的栏杆把原本通行的道路变成了“停车场”。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在窑头路上，大大的“P”指示牌已挂在路边。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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