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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00株株黑黑松松““扮扮绿绿””荒荒坡坡
本报两场公益植树活动600余人为荒山披上新绿

第四期摘草莓

依然很过瘾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钟建军)

“往里走，里面的个儿大。”1 6

日，本报第四期采摘活动带着50

多名读者来到福山区门楼镇，棚
内的高温度并没阻挡住读者的
热情，大家挽起袖子争抢采摘又
红又大的草莓。

16日上午8点50分，在福山路
与和河滨路路口南侧集合后，车队
浩浩荡荡向采摘园驶去，不一会就
来到福山区门楼镇周格庄村。

记者看到，村中的小路边上停
着许多采摘客的车辆。“只要是周
末，来采摘草莓的人就非常多。”草
莓种植户靳梅指着旁边长长的保
温棚说，“一些果农都不对外卖草
莓了，专门给来采摘草莓的采摘客
留着。”

来到保温棚前，读者们纷纷脱
掉外套，挽起袖子，拿起装草莓的
盒子，就钻进了保温棚。“红得厉害
的最甜”“往里面走，里面有大个儿
的”……读者们进入保温棚后，争
相采摘大个草莓，顿时成了一片欢
乐的海洋。

“得快点摘，要不然，好的就
被别人摘走了。”第一个从棚里
走出来的陈女士笑着大声说，

“我摘的，都是熟的好，个又大的
草莓”。

孩子们进保温棚后可没闲着，
摘到大个的时就和小伙伴比大小，
在棚里边摘边吃，时不时就会听到
孩子们开心的笑声。“孩子玩得很
过瘾。”读者姜先生说，等以后还带
孩子参见采摘活动。

等读者们出棚后，记者进棚走
了一圈，发现草莓棚都被读者们摘

“空了”，棚里基本上只剩下没有熟
透了的草莓。

药药品品真真伪伪与与药药价价高高低低没没关关系系
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现场教居民如何辨别真假药品

现场修不好，师傅带回家去修

3月1 6日，从上午九点开始，维修家
电的于师傅就没闲下来。他刚修完一个
台灯，一台CD面包机就被递了过来。“师
傅，您看看这个能修吗？”家住芝罘区海
岸路社区的高女士说，她家这台CD面包
机用了七八年了，当时是为了孩子买的，
虽然现在家中有电脑，但她还是觉得这
台“老家电”更方便。“这个既可以听CD、
磁带和广播，还能防止孩子在学习中分
散精力。”

在和高女士进行了简单交流后，于师
傅就动手干起来。用螺丝刀拆开了机器的

外壳，看着里面花花绿绿的电线，于师傅仔
细地拨弄着。经过一番研究，于师傅觉得这
台CD面包机问题有些复杂，一时半会儿解
决不了，他决定带回去修理。给高女士留下
自己的联系方式，于师傅马上就又开始忙
活别的家电了。

近期，喜劲食品多次参加本报社区帮
办活动。14日，喜劲食品华茂店开展优惠活
动，为市民免费办理会员卡。将来喜劲食品
还将联合本报为市民讲解烹调小窍门，回
馈读者。

本报记者 张明媛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王敏
实习生 衣涛) 16日，本报帮

办进社区活动走进了海岸路社
区，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的工作
人员现场教居民如何辨别药品
真伪。除了法律咨询和家电维修
等项目之外，烟台市天弘海参超
市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讲解春
参常识，并展示制作流程。

16日上午，李学文老汉拿着一
塑料袋药，径直来到帮办桌前。李

老汉拿出三盒药对市食品药品稽
查支队的工作人员黄阳说，“你帮
我看看，这些药是不是真的。”

黄阳拿起一盒补肾调气的
药，看了看外包装，批准文号、生
产日期等标注齐全。随后，他摸
了摸生产日期，拍下了条形码，
进行了检查。光从外观看的话，
这盒药没问题。黄阳解释，正规
药品的厂家即使外包装的做工，
也会很仔细，不会像假药小作坊
一样随意，看做工往往也是个辨
别药品真伪的小细节。

据李老汉介绍，这些药有的
是从中医世家大药店买的，还有
的是从三马路边的一家小药房
买的，“我之前买的药，医院和药
店的价钱差很多，药店和药店要

的价钱也不一样，我是不是买到
假的了？”

经检查，李老汉买到的都是
真药。可李老汉心里还是有个疙
瘩，“如果都是真的，药价怎么会差
这么多？”黄阳介绍，每个地方进药
的渠道不同，可能售价上会存在差
别，但不代表药是假的。听了黄阳
的介绍，李老汉这才打消了心里的
疑虑，提着药乐呵呵回家。

帮办现场，烟台市天弘海参的
工作人员也现场为市民讲解了春
季海参的营养价值，并现场展示了
海参加工流程。“不添加任何添加
剂，现场的加工制作就是让市民吃
得放心。”天弘海参的工作人员介
绍说。不少市民觉得海参皮实，价
格不高，争相购买。

30余名小记者扮靓荒山
16日上午9点多，本报30

多名小记者跟着家长，兴奋地
领取了工具，就朝山上跑去，
大人们也追赶不上他们的脚
步。因为对于不少小记者来
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走上山
头，亲手植树。

9岁的于子俊在南通路小
学读三年级，趁着星期天和父
母一起来植树，他觉得植树很
好玩。“我一会儿就植了3棵
树。”小家伙兴奋地告诉记者。

和于子俊一样，其他的小
记者也干得有声有色，植树这

件事，放佛成了一个比赛，都
争先恐后干活。不论种植是多
还是少，这份种树保护环境的
责任感能让他们学到更多。上
午11点多，经过大家的努力，
徐村南山上又增加了一行行
的小树苗。

祖孙二人为浇树自提20升水

在今天的植树队伍中，有
一对祖孙俩尤其令人瞩目。两
人有说有笑地植树，他们的劲
头也感染了不少周边的人。

赵绥东今年77岁，是福山
一中的退休教师，上周已经参
加过本报组织的植树活动，感
觉不过瘾，这次还特意把孙子

带上，一起体验植树的快乐。
老爷子一出现，他提着的

一桶水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
意，原来他担心浇树问题，就
自己带了20升水。

赵益珣今年10岁，上小学
四年级，今天和爷爷一起来参
加植树，也显得特别高兴。爷孙

俩配合默契，专注地参加植树
活动，不一会就种植了好几棵
树。祖孙俩种植完树，还用提上
来的水分别给树苗浇了水。

说起今天的战果，赵绥东
介绍说，爷俩今天一共种植了
20多棵树，感觉很有收获。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植树花絮

帮办活动花絮

16日，“植绿树驱雾霾”公益植树活动现场，小朋友给小树苗浇水。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16日，本报“帮办”活动走进海岸路社区，为附近居民提供小家电维
修、法律援助、食品药品鉴定等服务。 见习记者 吕奇 摄

帮办热线：6879060

天弘海参：15853549999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李
娜 实习生 王世羚 ) 16日，
本报与烟台市林业局联合主办
的“植绿树驱雾霾”公益植树活
动结束。经过两次植树活动，600

多人为高陵镇徐村南山的荒坡披
种下了2000株黑松。很多读者打
算明年植树节，前来护理小树。

本报读者、齐鲁晚报小记
者、烟台潇翔小学、道恕街小学
以及惠旅行欢乐亲子游等企业
参加了本次公益植树活动。植树
现场有一家三口齐动手的，也有
祖孙合力挖坑的，还有好友种植
友谊树的，现场特别热闹。

“我们已经种了 7棵小树
了！”7岁的丛睿开心地告诉记
者，当天3月16日正好是他的7岁
生日。小表弟孙嘉烁拿着铁锨特
别卖力地和他一起填埋沙土，最
终他如愿以偿种下7棵生日树。

为了保持黑松的成活率，每
个家庭在植树之后，排着队打水
为树苗浇上水。有的小朋友为自
己种下的树挂上“快乐成长”小
牌子或者是红丝带。

在植树活动接近尾声的时
候，一些读者向记者表达了想不
定期来护理小树的愿望。“平时
也可以来看看小树，明年植树节
大家可以一起来护理一下。”

牟平区林业局的工作人员
不仅为齐鲁晚报的读者提供了
树苗，还负责将水抽到了山上，
对树苗进行浇灌。据牟平区林业
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按照黑松的
生长速度，过上三五年，这片荒
山将和周边的山坡一样，变成绿
色的了。

自2011年开始，《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与烟台市林业部门发
起共植“低碳补偿林”、“植绿树
驱雾霾”等主题的公益植树活动
22场，吸引了读者和企事业单位
1万1千人次参与公益植树活动，
为烟台的生态建设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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