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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封封录录取取通通知知书书找找到到主主人人
原来有的考生更换了手机号，有的则未在所填地址留“双证”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马
云云 ) 3封录取通知书找到主人
了。3日，本报以《4封录取通知书积
压无人领》为题，报道了省邮政速
递物流公司济南分公司在投递高
考录取通知书时，发现4封通知书
因各种原因无法顺利投递。报道一
经刊登即引起广泛关注，截至3日
记者发稿时，已有3封通知书被考
生取走。

3日早晨8时，张浩楠接到同学
电话，提醒他关注当天本报有关录
取通知书的报道，他的名字出现在

“未投出录取通知书明细表”中。起
初，张浩楠并不相信，“我以为8月
中旬通知书才能到，一直没上心。”
直到打开报纸，他的心“咯噔”紧张
起来。马上给邮政速递物流公司打
去电话，并于中午取回通知书。

当初登记的时候，张浩楠只登
记了自己家所在大院的门牌号，并
没有详细到家里门牌号，且高考结
束后，他还更换了手机号，投递员
无法与其本人联系上，虽然抵达他
家所在的大院，也无法验视准考
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通知书无

法投出。
施馨的父亲在上午10时看到

本报报道，立刻让女儿联系邮政速
递物流公司，并于当天下午4点半
领到通知书，“非常高兴。”施馨并
不知道签收通知书需要验视双证，
因担心家中没人，她登记了姐姐所
在单位的地址，以为像普通信件一
样放到传达室即可，但在没有双证
的情况下，投递员是不能将通知书
放在传达室的，而经传达室查询，
又查不到她的资料。

另外，刘雨田一家在经过焦急

等待后，也在3日早晨通过本报找
到通知书的下落，松了一口气。

省邮政速递物流公司济南分
公司相关人士再次提醒，高考录
取通知书投递即将进入高峰期，
建议考生不要随意改变通讯方
式，务必保持通讯畅通。通知书原
则上由本人签收，需同时提供身
份证或户口本以及准考证。考生
如果外出，可由亲属签收，但要注
意将准考证及身份证或户口本留
在家中，同时还要签收人登记本
人身份证。

18封通知书被拒收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马云
云） 每年有少数考生拒收录取通知
书。目前省邮政速递物流公司济南分
公司已有18名考生拒收通知书。

这18名考生认为录取高校不理
想，因而选择复读或出国留学，拒绝
签收录取通知书。对于拒收的快件，
在考生签字后，将被退回院校。目前
这18封通知书已经全部被退回。

“录取通知书无人领”追踪

3日，在烧烤摊，义工担心慧慧无聊，将孩子带来陪她玩。 本报实习生 许广强 摄

老家除了一台电视再无其他电器，如今又少了孙女的笑声

瘫瘫痪痪的的奶奶奶奶不不时时念念叨叨孙孙女女

3日下午2时，慧慧睡在床
上一脸安静。烧烤摊开起来后
慧慧每晚都跟着熬到很晚，午
觉显得格外珍贵。董金侠一直
坚持一家人在一起，舍不得把
女儿撇在老家。

同样舍不得慧慧的还有
远在老家招远市夏甸镇曹
孟村的爷爷董月展，他经常
翻看孙女的相片。去年8月确
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慧
慧只回过老家两次，更多时候
孙女只能在电话里问候爷爷

吃饭没，小声说想家了。
虽然无时无刻不记挂着

孙女病情，但60岁的董月展
没能力常去照顾孙女。老伴
脑血栓和脑淤血同时发病瘫
在床上已经18年了，除了料理
儿子家5亩多地，每天他最大
的营生就是照顾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伴。长年的操劳让董
月展看上去远超实际年龄。

3日上午，记者赶到慧慧
爷爷家时，院子里晒着3床被
尿湿的被子，炕上躺着的奶奶

头发凌乱，不时含混不清地喊
着什么。除了一台电视机，屋
里没有别的电器。少了孙女的
笑声，清醒的时候奶奶会叫慧
慧。

爷爷患有肺结核，奶奶
瘫痪18年，爸爸曾患过心肌
炎和胃穿孔，如今慧慧又得
了白血病，这个家庭的苦难
好像一直不曾停止。为给孙
女治病，爷爷几乎借遍了村
里能借的所有人，是烧烤摊
给了他们新的希望。

本报记者 孙淑玉

远在老家的爷爷董月展经常翻看孙女的相片，他非常想念孙女。他告诉记者，自从去
年8月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慧慧只回过老家两次。而慧慧的奶奶瘫痪在床18年，清
醒时也念叨孙女的名字，盼着她早早治好病回家。

爷爷患有肺结核，奶奶瘫痪18年

慧慧患上白血病后，尽
管好心人捐助不断，要强的
董金侠依然想用双手为女儿
赢得明天。“love慧慧”烧烤摊
让这家人的日子有了奔头。
热心人的持续关注和支持给
了慧慧一家前进的动力，感
动的同时,他们也为给好心人
带来麻烦而有压力。

“亲戚朋友好说，好心人
的这分情意可怎么还？”烧烤
摊正式开业当天，慧慧的姑
姑董金燕带着8岁的女儿在
市区帮了几天忙，在此之前

她也为慧慧不断奔走借钱。
欠钱的压力不小，可好心人
持续帮忙他们一家却无以为
报更让她愧疚。

董金燕说，慧慧确诊后，
没尽头的治疗曾一度让家人
崩溃，弟弟和弟妹不知道瘦
了多少斤。“人都有自尊，哪
好意思老这样。”董金燕说，18
年前妈妈瘫痪在床后，弟弟
董金侠一直靠自己打拼，不
爱求人不爱麻烦人的弟弟总
希望能打拼出自己的事业。

“麻烦人，老是麻烦

人……”提到慧慧生病后好
心人帮忙的细节，董金燕突
然低头，捂住脸沉默了很久。
如今弟弟在义工的帮忙下开
起了烧烤摊，董金燕心里总
算好过一些，虽然担心弟弟
患过胃穿孔的身体禁不住连
续的熬夜，但她仍然从心底
里支持弟弟的做法。

董金燕回忆说，如今家
里依然保存着慧慧在幼儿园
时的大头像，她特别期待有
天乖巧的慧慧能回去上学，
和自己女儿一起读完大学。

“麻烦人，老是麻烦人……”

慧慧的爷爷一直在老家照顾瘫
痪的老伴。

本报实习生 许广强 摄

病情回顾

化疗两年可治愈

花费约三四十万

去年8月，慧慧被诊断出患上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经过一年的治
疗，目前慧慧正按期接受化疗，病情
稳定。

“现在孩子情况挺稳定的，定期
查血常规做化疗就行。”爸爸董金侠
说，根据血常规指标的变化，慧慧需
要每半个月左右到青岛一家医院接
受化疗。医生称，由于慧慧年纪较小，
若病情控制较好，再持续接受化疗，
两年左右有望恢复健康，但中间花费
约在30万-40万。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对话义工

招远八方义工：

特怕给了希望

却帮不上大忙

烧烤摊的点子从哪儿得
来？如何一步步实现的？这中间
遇到哪些困难？本报记者对话
微爱招远八方义工负责人“跑
忘”，回顾搭建烧烤摊全过程。

本报记者 孙淑玉

记者：何时得知慧慧一家情况的？
跑忘：6月份，群里网友“冰点魅

力”给慧慧一家捐了1000元后跟我商
量，能不能发动大家一起帮帮这孩
子，后来我们下去走访落实后，开始
商量具体的帮忙办法。

记者：开烧烤摊的点子是怎么想
出来的？

跑忘：去慧慧家时打听路，一个
村民无意间提到“那家卖烧烤的”，我
们知道董金侠做过厨师，懂烧烤这一
行，赶上夏天是烧烤旺季，加上本钱
少、挣钱快，大家就想不如帮他开个
烧烤摊。

记者：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帮忙？
跑忘：单纯号召捐款捐物肯定有

疲沓的一天，我觉得大家还是愿意帮
助那些通过自己努力赢得尊重的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和慧慧爸爸
一商量，他也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为孩
子赢得生机，我们就开始筹划了。

记者：烧烤摊是怎么一步步搭
建起来的？

跑忘：刚开始大家心里都没底，
就在群里认捐，有人捐烧烤架，有人
愿意低价转让二手冰箱，剩下的三
轮电动车，大家一商量，干脆凑钱买
了。烧烤摊用的一些小物件也都是大
伙慢慢凑起来的，大约用了两周时间。

记者：筹备过程中最难的是什
么？

跑忘：说不上最难，选地点的时
候费了点事。最开始定在招远文化
商城、温泉路路边等几个地点，后来
一衡量还是决定来楠铂万步行街
了，虽然地方偏但相对安全和保险，
加上有义工和好心人帮忙协调，最
终问题也都解决了。

记者：筹划时有没有考虑过效
果不如意的情况？

跑忘：考虑过。特别是他们这些
无助的家庭，特别害怕给了希望却
帮不上大忙，所以一直也没敢给承
诺，我们只能保证尽力来做，支持不
支持，还得看大家的反映。

记者：现在烧烤摊情况和预期相
比怎样？

跑忘：好太多了，当初我们安慰
自己，群里接近900个义工加上亲戚
朋友，最不济这两个月大伙轮着吃，
也能让他家保本。没想到试营业之
后，陆续有热心市民前来支持，现在
已经远超预期了。

记者：以后有什么打算？
跑忘：这两个月先把烧烤摊做

好，等有点积蓄后，大伙再凑凑钱，帮
慧慧爸盘个小店，这样能稍微稳定
些，孩子也不用总跟着遭罪了。

自强爸爸卖烧烤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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