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燕窝免费

品鉴活动昨日举行

47 .刘金亮，男，2007年出
生，沂南县。两年前父亲因车
祸去世，家中还有一个姐姐，
现在姐弟俩跟随母亲生活，生
活困难。

48 .刘存振，男，2007年出
生，沂南县。2010年，父亲干活
时因意外事故去世。家中还有
一个哥哥在念高中，爷爷奶奶
均已年过八十，家里全靠母亲
一人务农支撑，生活困难。

49 .王珂珂，女，2008年出
生，蒙阴县。5年前父亲因车祸
去世，随后姐姐辍学在家。爷
爷奶奶年老且身体不好，经常
吃药打针。全家靠母亲一人种
地为生，生活困难。

50 .吴华，女，2003年出生，
蒙阴县。2011年父亲因肿瘤手
术花费十多万元，2013年因病
情复发双目失明，因无钱治疗
于2015年去世。家中还有一个
妹妹在读三年级，全家靠母亲
种地支撑，生活困难。

51 .谢君，女，2002年出生，
蒙阴县。6年前，父亲因意外身
亡，母亲经受不住打击不久后
去世。随后，孩子跟随爷爷奶
奶生活。如今两位老人均已年
近七旬，以务农为生，家庭困
难。

52 .张玲玲，女，2005年出
生，沂南县。5年前，母亲因病去
世，现跟年近六旬的父亲相依
为命。爷爷奶奶均已去世，父亲
因需要照顾孩子无法外出打
工，现主要靠务农和在周边打
零工维持生活，生活困难。

记者 徐文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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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22 日讯 (记者 王友军)本报美
食养生栏目组举办的第一期印尼纯天然燕窝免
费体验活动 22 日下午在新闻大厦如期举行，本
报读者以及部分喜欢吃燕窝养生的市民共 60 余
人参加了本次燕窝的品鉴体验活动。

下午 1 点左右，印尼厂家的代表和工作人员
便早早来到新闻大厦，把已经泡发好的燕窝、60
个炖盅、以及所有工具提前带到现场。经过一番
忙碌，将 60 盅燕窝依次放进了 5 个大炖锅。3 点
刚过，便有报名的市民陆续来到体验现场，不到
一小时，体验现场便挤满了人，气氛热烈。

老家江苏、印尼厂家的耿总经理也来到现
场。在品尝燕窝的过程中，耿总经理向大家介绍
了燕窝的生产加工、养生功效、吃法和怎样识别
真假燕窝等相关知识。听了介绍，现场一位年过
七旬的张大爷说，他原来对燕窝养生有所了解，
前几年就经常吃燕窝，可因为以前燕窝市场有些
乱，总担心买不到真燕窝，现在听了耿总对真假
燕窝识别的介绍，再加上有报社美食养生栏目推
荐，相信燕窝品质一定会很好。先少买一点，回去
吃吃试试吧！一位有着七八年吃燕窝经历的李阿
姨告诉记者，她的孩子很孝顺，经常买燕窝给她
吃，她看了现场摆放的高品质燕窝后赞不绝口：

“真是不错，比我以前吃的燕窝品质好，价格还便
宜！”她当场便预定了 100 克，“以后栏目组再组
织活动，我一定还来参加”。

本报 5 月 22 日讯 (记者 王
璐)5月21日，“关爱女童，健康未来”活
动在兰陵县长城镇长城邮政支局举
行。活动上，不仅为留守女童及家长
进行了健康查体，还为他们带去了健
康讲座，为女童自我保护支招。

21日早上，阴雨蒙蒙，长城邮政
支局的留守儿童之家里，人声鼎沸，
孩子们和家长正在排队等待体检。记
者看到，陪同孩子们来参加活动的大
多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而他们的父母
多数在外打工。

此次活动中，最让孩子感兴趣
的，莫过于健康讲座。通过简单易懂的
绘本，健康专家向孩子们讲述了“我从
哪里来”，让他们明白每一个人都是特
别的、珍贵的。紧接着，吴老师告诉孩
子们，身体的哪些部位是别人不能碰
触的，遇到有人想要碰触该怎么办。

听了健康讲座，不仅孩子感觉学
到了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就连家长都
认为受益匪浅。“父母在外打工，我和
爷爷带她，专家讲的这些，我都是第
一次听，更没有给孩子讲过。”苏义的
奶奶说。

据了解，今年，临沂市邮政分公
司与市妇联联合推出“关爱留守儿童
筑梦七彩人生”建设留守儿童关爱家园
公益活动，利用邮政公司健全发达的网
络系统，发挥邮政职工乐善好施的优良
传统，以农村邮政网点为基地，捐建留
守儿童之家，服务留守儿童。

关爱留守女童

为自我保护支招

本报 5 月 22 日讯 (记者 徐文敏)鲜花、蛋糕、包装精
美的各式礼物，在网络情人节的喧闹中，临沂小伙儿陈先生却
选择将和困境儿童结对子，帮孩子完成学业作为礼物送给妻子。

“我和妻子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小时候也都经历过困难，特
别能理解这些困境孩子的难处。”21 日上午，家住市区的陈先生打
来电话表示想要资助一个孩子并且帮其完成学业。

据陈先生介绍，自己和妻子已经结婚 3 年了，现在有一个可爱
的宝宝。每年网络情人节，自己都会给妻子精心挑选一份礼物表达
情感，然而今年看到本报主办的 2016“千名孤儿救助”活动，再想到
夫妻二人小时候的困难经历，决定通过和妻子一起长期资助一个孩
子的方式来度过今年的网络情人节。

“一束鲜花要一两百，一起吃个饭还得一两百，这一天的花销就
够一个困境孩子一年的生活费了。”陈先生算了一笔账。陈先生表
示，尽管自己不是大富大贵，但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帮
帮这些身处困境的孩子。

和朋友的一顿晚饭、一次 KTV 、一场电影，也许在您的生活中
早已司空见惯。带孩子吃一次肯德基，去一次游乐场，买一身名牌衣
服，也许在您的生活中也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就在距离你我不远处
的某个乡村，有这么一群孩子因为父母车祸，老人年迈，正吃不饱穿
不暖，面临辍学。

家住蒙阴的 11 岁女孩谭好两岁时父亲因车祸去世，母亲离家，
现在和年迈的的爷爷奶奶生活；临港区的张守云父亲去世，母亲瘫
痪在床，就连基本的吃饭都需要别人来喂，唯一照顾他们的姥姥今
年也已经 82 岁……每个身处困境的孩子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惨
故事，小小年纪的他们过早经历了人情冷暖。这些折翼的天使在童
年时期就遭受了各种不幸，如果您想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温
暖，请联系我们。电话：8966150、8727690。

2016“千名孤儿救助”活动，救助对象为 3-16 岁的临沂市各县区
困难儿童。活动救助孤儿 1000 名，集中捐助和推荐救助对象时间将
持续到 5 月末。具体帮扶标准为：小学生 300 元，初中生 500 元，高中
生 800 元。

如果你也想成为爱心市民中的一员，想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温暖他们的内心，欢迎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咨询，也可以到本报新闻
部或临沂市妇联查看孤儿资料。热线电话：8966150、8727690。活动捐
助地址：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 6 号新闻大厦 1909 室鲁南商报记者
部、北城新区文化中心 A 座 810 室临沂市妇联。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账号为孩子们增添爱心基金。需要指出的
是，您在汇款后，请及时致电本报活动热线 8966150 告知我们每一笔
爱心款为谁而汇。活动结束时，我们将把每一笔捐款在鲁南商报进
行公示。开户行：中国银行；户名：徐文敏；账号：6217 5860 0000
4794 703。此外，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如图)，通过支付宝付款至记
者徐文敏，并备注帮助哪个孩子，由记者转交。

记者 徐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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