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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邮政用实际行动支持四川抗震

寄往灾区赈灾包裹，免费！
本报4月2 3日讯 (见习记者

徐从芬 ) 23日上午，市民刘
先生带着两罐奶粉来到中国邮
政一网点，奶粉的寄达地是四川
芦山，而邮费一栏醒目的标示为
0元。

“我看新闻说，雅安一些哺
育期妇女产奶出现异常，很多婴
儿缺奶粉，所以我就来了。没想
到还免邮费。”刘先生说，他的宝
宝刚满五个月，这次是直接把给
自己孩子买的奶粉拿过来了。

同一天，在海安路邮政局，
一位崔女士带着自己20岁的女儿
往雅安灾区寄了3个赈灾包裹。
同样享受免邮费服务。

据日照邮政工作人员介绍，
4月21日起，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应
社会各界需要，针对寄往雅安地
震受灾地区的赈灾物资开通了
免费服务。目前，日照邮政全74个
邮政网点全部开通赈灾包裹、救
灾汇款免费服务。截止23日，全市
仅城市网点就已经受理43个。

根据规定，凡个人客户到邮
局营业窗口交寄的，寄往雅安(雨
城区、名山区)及下辖的荥经、汉
源、石棉、天全、芦山、宝兴等6县
民政局、红十字会、抗震救灾指
挥办公室及慈善机构等部门的
赈灾邮政包裹，一律免收邮寄费
及包装用品费、封装费。赈灾包
裹内件主要包括衣服、被褥、食
品、药品等。

邮储银行对汇往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的抗

震救灾汇款免收汇费；对汇往民
政部及其下属机构，以及各类公
益性基金会的抗震救灾捐款，免
收汇费；对使用公司业务系统向
四川地区救灾捐款专用账号转
账的情况，免收跨行转账手续费
和电子汇划费、邮费和电报费。

除此之外，日照邮政还将四
川省雅安市芦山县纳入爱心包
裹项目受益范围。爱心包裹项目
是从2010年开始的，旨在动员社
会力量以捐购爱心包裹的形式，

关爱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去年一
年共受理爱心包裹67个。

除了邮政公司，记者拨通日
照各大快递公司的电话，顺风、
圆通公司都表示已经开始了这
项业务，“我们从20日就开始了”
顺丰快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已经接受十几个客户来办理
了。圆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自己
公司从21日开始的这项服务。但
目前韵达和中通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还没有收到相关通知。

日照四位爱心人士正赴川参与救灾

背着煎饼拎着大葱进雅安
4月23日下午5点，记者来到东

港区三庄镇二村赵龙海的家中，赵
龙海经营着一家殡仪店。记者见到
赵龙海的妻子王均花时，王均花正
在院子里整理着菜园。“现在不敢
让自己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担
心。”王均花说。

说起救援的事，王均花打开了
话匣子。她说，地震当天她正在屋
里看电视，丈夫在院子里整理菜
园，“我看到四川又发生了地震，马
上把丈夫叫进屋里，看到电视正在
播放震后的画面，我就对他说，你
还得再去一趟，在帮帮灾民们。”王
均花说。

之所以说“再去一趟”，是因为
2010年玉树地震时候，赵龙海曾驾
驶自己的小车奔赴玉树，前后参与
20余天的救援。

因害怕堵车，王均花让丈夫尽
量早走。王均花说，她给赵龙海准
备了20斤煎饼，煮了20个鸡蛋，“还
洗好了一大捆葱，又带了点虾皮、
矿泉水，临走前又给了他6000元钱，
跟他说用不完就捐给灾区的人。”
在她准备这些的时候，丈夫已经开
始给几个要好的伙计打电话商量
去四川的事了。

“他是20日下午6点做从家走
的，和朋友回合后，一起开车去了
四川。”王均花说，为了不让亲友惦
记，赵龙海去灾区的事，瞒着很多
人。记者在三庄镇二村打听赵龙海
的家时，说起他去四川救灾，赵龙
海的好多个邻居都很惊讶。

王均花告诉记者，赵龙海在生
活中是个非常乐观非常正直的一
个人，平时在家喜欢唱唱歌，吹吹
笛子。“自从上次玉树救灾回来后，
玉树当地的村民经常给丈夫打电
话，而且每年都会寄给他贺卡，贺
卡都是丈夫的宝贝。”王均花说。

本报记者 彭彦伟

4个在日照的普通人，1
辆面包车，2 0斤煎饼，1捆
葱，2200公里……东港区三
庄镇二村的农民赵龙海和
他的三个朋友在雅安发生
地震当晚，就自驾奔赴抗灾
一线。23日，记者见到了赵
龙海的妻子，也与正在前线
救援的赵龙海、文永波、张
明暖和王茂鹤取得了联系。

从今天开始，本报将推
出“连线震区”专栏，将4人
在震区的善举，第一时间传
递回日照。

赵龙海：每天晚上睡在车里
4月23日下午5点半左右，记

者辗转联系到正在救灾现场的
赵龙海，他正在四川省天全县新
华乡新华村，和青岛市黄岛区山
海情救援队一起在救援。

据赵海龙介绍，当地正下着大
雨，山路泥泞，他们在并不宽阔的
公路上驱车行驶甚是困难，安全起
见，匆匆聊了几分钟后，记者暂时
挂断了电话。而同行的另外三人也
跟着别的救援队进行救灾。

“这个村子比较偏僻，房屋

坍塌很严重，还有些人住在危房
里，要是再发生余震，就会有生
命危险，我们去劝说村民离开危
房。”赵龙海说，“现在村子还是
缺电缺水，听说明天会有一批帐
篷送过来。”

23日晚8点，记者再次与赵龙
海取得联系，他们已经赶到了芦
山县城，刚刚吃完晚饭，正和救
援队搭帐篷。“晚上吃了点方便
面，没有太多的水，我们就用酒
精炉烧了点带来的矿泉水，没有

水洗脸。”他说，他们的帐篷搭在
芦山县公安局对过。记者不时听
到电话里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

“那会儿你给我打电话我们
正在从新华村往芦山县城赶，山
太陡了，弯也大，我是老司机了，
他们都让我开车。”赵龙海说。

赵龙海说，这两天晚上就在
车上睡，白天就跟着救援队去救
人、发放药品。“下午在山上救
援，滑了一跤摔倒了，脚脖子崴
了。”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文永波：吃饭就是凉水泡煎饼
4月23日下午7时，记者电话联

系到了文永波，电话接通时，文永
波正在大本营值班为灾区居民发
放救灾物资。

文永波说他今年25岁，老家
是临沂莒南的，在日照工作，“我
现在在芦山县公安局对面的志愿
者大本营内值班，负责给灾民发
放药品、食物等救灾物资。”

“我们是21日晚上到的芦山
县。”文永波说，他的妻子也在大
本营，主要负责给受伤的人做些
简单包扎。

现在文永波他们所在的位
置，灾情不是很严重，灾民情绪目
前来看比较稳定。楼房没有出现
倒塌，地面却还是鼓了起来。民居
现都在人行道上搭建帐篷住。

文永波等人每天的食物就是
泡面和煎饼，这些都是他们从家
带过来的。“有热水的时候我们可
以吃碗热乎的泡面，没有热水的
时候就只能拿凉水泡煎饼。”文永
波说，当地居民现在最缺少的就
是帐篷和大米。由于帐篷紧缺，文
永波等人只能睡在开去的车里。

“目前为止，我们4个人并没
有受伤，搬运物资、搭建帐篷时，
轻微划伤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吃
不好睡不好，胃不太舒适。”他说。

“芦山县今天下了一中午的
雨，我们没法出去实施救援。下午
雨一停，我们立即出来给周边村
民送物资。“志愿者进不了重灾
区，我们只能在外围实施救援。现
在通常是我们头一天晚上接到任
务，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分头行
动。”文永波说。

本报见习记者 辛周伦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彭彦伟) 23日上午9点，岚山
二村的三位村民乘坐接近两
个小时的车，将他们村36位村
民捐助的6150元现金送到日
照市红十字会，捐助者多为老
年人，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
的也在五十岁左右。

23日上午9点，三位老人
来到日照市红十字会。“坐了
这么长时间车累坏了。”今年
69岁的杨佰秀说，她们来自日
照市岚山区岚山二村。

雅安地震后，几位老人觉
得既然不能去现场救灾，那就
一起捐点钱，为雅安做点贡献。
有个这个想法后，杨佰秀、王均
鹤等几位老人便告诉村民们。

“村民们都很支持我们，
没有一个不愿意。”今年64岁
的王均鹤说。随后村民们有的
自觉把钱送到杨佰秀等几位
老人手中，有的是杨佰秀去村
民家里拿的。

据王均鹤介绍，捐款的基
本都是村里的老人，“36位村
民总共捐了6150元。”

“我们早晨7点零7分就坐
上车往日照赶，到日照后又坐
公交车来到日照市红十字会，

“王均鹤说。
据日照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介绍，截止到23日下午5

时 ，共 收 到 热 心 市 民 捐 款
29200元。其中其中山东冠华
国际集团董事长申维君捐款
一万元。

七旬老人坐车2小时

送来捐款6150元

赵龙海（后一），文永波
（后二）、王茂鹤（前一）和张明
暖（前二）到达芦山后就马上投
入到救灾工作中。 大众日报
记者 张国栋 李占江 摄

◎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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