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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栖霞霞““爱爱心心苹苹果果””昨昨起起开开始始采采摘摘
市民每购一箱即向“红苹果爱心基金”捐献一元

5日上午，看着满树红彤彤的
大苹果，到底哪个好，来自济南的
戴女士犯了难，不知该从哪儿下
手。正在一旁采摘的栖霞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兆宽忙过来传授经
验。

陈兆宽大学里读的就是农业
经济管理专业，来栖霞工作后，更
是和苹果结了缘，成了地道的“苹
果通”。

“采摘苹果要先采摘果树东
南方向的。”陈兆宽站在果树旁
边，和戴女士交流起了采摘的经
验。陈兆宽介绍说，东南方向的苹
果光照充足，着色一般比较好，个
头长得也不错。市民采摘的时候
可以掌握这个小窍门，轻轻往上
一拧，苹果就采摘到手了。陈兆宽
一边采摘苹果，还一边向游客传
授如何挑选酸甜可口的红富士。

本报记者 孙芳芳

栖霞苹果名声在外，到了红
富士上市的季节，许多市民都会
买来尝鲜。想要吃正宗栖霞红富
士的亲们有福了，市民有两种方
式可以吃上正宗新鲜的栖霞红富
士，既可以通过“栖霞苹果红齐
鲁”爱心公益活动在齐鲁晚报各
地方记者站购买爱心苹果，也可
以参加采摘游活动，到栖霞采摘
基地亲手摘苹果。

本报记者 孙芳芳

“虽是生活坎坷，但我很幸
运。这个社会让我感觉很温暖。上
学期间，学校不仅减免了我的部
分学费，还为我和父亲在学校安
排了宿舍；邻里乡亲经常给我们
送来自家做好的包子、水饺；同学
们会在我周末外出打工时帮我照
顾行动不便的父亲，还有社会上的
好多好心人送来了水果、衣服、被
子等等……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说话时，王书美一脸的幸福。“我应
该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感恩社会，将
这一种温暖在社会中传递。当初之
所以选择学医，一则想好好照顾
父母，二则想帮助更多的人摆脱
疾病折磨。”王书美告诉记者。

虽然生活给了王书美太多的
磨难，但是她在接受别人帮助的
时候，从不忘用自己的力量来回
报社会。考入滨州医学院（烟台校
区）后，图书馆志愿者、环保协会、
红色爱心之家献血志愿服务滨医
队等公益组织都留下了她参加活
动的足迹。从加入红色爱心之家
献血志愿服务滨医队的那天起，
不论夏热冬寒，她都会去烟台市
中心血站、烟台大学爱心献血屋、
市三站流动献血车献血或为献血
者服务，给献血者端上一杯热水
或给他们解答有关献血方面的疑
惑。

从大二起，王书美参加滨州
医学院的扶贫助学活动，每学期
用自己的兼职工资给一位四川小
学生汇款50-100元，帮助他改善
生活。在学校公益募捐的现场，总
能看到这个需要别人帮助却还要
努力帮助别人的女孩的身影。

本报烟台10月5日讯（记
者 孙芳芳） 当市民们还沉
浸在国庆假期的兴奋和喜悦
中时，栖霞市的苹果园里已是
一片忙碌的景象，5日上午，来
自济南“张刚大篷车”的60多
位游客在栖霞进行了爱心苹
果的首次采摘，与此同时，“齐
鲁晚报苹果采摘园”挂牌落
成。

“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
益活动自启动以来受到了众多
读者的关注，此次活动推出的
爱心苹果全部来自正宗栖霞产

地，分为10斤、20斤以及4个苹
果的礼盒装。此次爱心公益活
动承载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爱
心”，市民每购买一箱，即向“红
苹果爱心基金”捐献一元，这项
资金将用于资助贫困儿童。

“以前就是在电视里见过
苹果树，这满山遍野的真漂
亮。”一来到采摘基地，济南游
客刘女士不是忙着采摘苹果，
而是先和朋友拍起了照片。

采访中不少游客告诉记
者，到这里采摘不光是图栖霞
苹果酸甜可口的味道，更是看

中这种亲手采摘的感觉，而且
还能奉献爱心。济南市民邹先
生一口气摘了4箱，还另外购
买了4箱，回去给亲朋好友分
一分。

在爱心苹果采摘的同时，
“齐鲁晚报苹果采摘园”也正式
落成，想要尝鲜的市民可到基
地亲手摘下新鲜的苹果。在这
里市民不必担心买到冒充的烟
台苹果，同时还可以享受休闲
采摘带来的放松体验。

目前，栖霞红富士已经开
始了大面积摘袋。刚摘袋时，

苹果是青色的，经过三到五天
阳光的照射，将由青色变成娇
嫩的红色，想要尝鲜的市民可
要抓紧了。

“十一”假期后，栖霞苹果
将陆续上市，“齐鲁晚报苹果采
摘园”还将在每周周末组织采
摘活动。采摘的同时，游客们还
可以在栖霞体验一下胶东文
化，游览牟氏庄园、太虚宫、长
春湖等景点。10月13日，采摘团
将继续启程，想要参加采摘游
的市民也可通过电话咨询齐鲁
晚报各地的地方站。

今年7月，22岁的王书美来到了滨州市中心医院结防
院实习，她的行李很轻，心情却很沉重。行李简单到只有
几件换洗衣服和两床被子，而疾病缠身的老父亲让她最
放心不下。从去年冬天起，由于病父无人照顾，王书美便
将父亲接到身边，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父亲。这一次，王书
美再次带着父亲走上了工作之路。“我到哪，就把父亲带
到哪。”王书美说。

王书美出生在滨州市
惠民县皂户李镇歇马亭村，
早在王书美出生时，父亲就
患上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母亲有高血压和风湿病，也
无法下地劳动，这使得这个
原本已是十分艰难的家庭
雪上加霜。姐姐、姐夫都有
残疾，一家人的重担落在了
王书美身上。

在乡亲们和老师同学
的眼中，王书美懂事要强。
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挑起了
生活的重担。从懂事开始，
做饭、打扫、地里的农活她
都一样不落地去做。每年农
忙的时候，她都得跟学校请
几天假，去地里完成农活，
因为这几亩地是家里最主
要的经济来源。

在她13岁的时候，父亲
的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加重，
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其实

当时家里的生活还算过得
下去，还有好几只牛羊呢，
为了看病就都卖了，然后就
真 的 称 得 上 是 家 徒 四 壁
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她
每个假期都出去打工，挣钱
贴补家用。她给农户在地里
扛过活儿，也出过远门，进
过工厂。“那时候暑假里我
去棉花地里扣花授粉，当时
我还没棉花高呢，进去了就
看不见人了。”

“上了大学，时间多了，
我也长大了，赚到的钱也比
以前多了。每个周末我都去
打工。最辛苦的是瓶盖厂那份
工作，一天工作9个小时，每天
50块钱，虽然辛苦可是稳定。
还有一份足疗店的工作也不
错，最高的时候每天能挣150
元，就是累。”王书美给我们
看她手上的层层老茧，一点
都不像女孩子的手。

2010年冬天，王书美的母
亲因脑出血去世。“从那以后，
一直是父亲一个人在家。可是
半年后，父亲脑血栓复发。我
在学校放心不下，有一次打电
话听父亲说话不清楚，就买火
车票赶了回去。第二天他就发
病住院了。”从去年冬天开始，
王书美将父亲带到就读的滨
州医学院(烟台校区)，边读书
边照顾父亲。

“父亲是大面积脑梗死，
反应很迟钝，大小便拉在裤子
里是常有的事，需要经常换洗
衣服、擦拭身子。”王书美说，
现在父亲的身体慢慢恢复，脾
气也就不那么暴躁了，比刚开

始照顾时容易了很多。
这间二十几平方米的屋

子每月两百块钱。屋子里有两
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别的什
么家具也放不下了。桌子上摆
着一台电扇，一台十四英寸的
旧电视机，这就是父女两件最
值钱的家当。

一进家门，王书美就开始
忙活，她拿起放在墙角的冬瓜
一边削皮一边询问父亲有没
有不舒服、药是不是按时吃
了、看了什么电视等等。吃完
晚饭，王书美又喂父亲吃了
药，给父亲洗手洗脚，然后从
床底下搬出一个大盆去洗衣
服。

活动现场

栖霞市长

客串采摘工

订购“爱心苹果”

可到本报记者站

需要帮助的她

一直努力帮别人

““我我到到哪哪，，就就把把父父亲亲带带到到哪哪””
滨州女孩王书美带着病父上学实习

本报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于佃森 卢瑞友

13岁开始打工，手上长了老茧

大四开始把父亲带到学校照顾

5日，游客们在采摘栖霞爱心苹果，享受采摘乐趣的同时还奉献了一分爱心。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王书美在给父亲穿鞋。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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