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考研的成绩刚出，新一轮

的考研“大战”再次打响。听说自己

学校的一个考研辅导班教学质量

高、价格便宜，3月4日晚，烟台大学

200多名学生不惜冒着寒风通宵排

队，只为早点报上名，并取得一个好

的听课位置。本报记者得知情况后，

与几百名学生一起排队，在寒风中

坚守了一夜。

3月4日晚上7时10分，晚自习的

铃声刚刚敲响，烟台大学数学院的

西门已经有50多名学生在排队了，

他们有的坐在马扎上摆弄着手机，

有的垫几本书席地而坐，有的围成

一圈打开手灯玩起扑克牌，有的干

脆带来被子围在腿上取暖。“报名明

天早上开始，我们要在这里通宵排

队。”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告诉记者。

“我晚上6点刚吃过饭就来排队

了，排在了第一名。”烟台大学文经学

院工商管理专业的宋伟利告诉记者，

这个考研数学辅导班是学校自办的，

据说教学质量高一些，而且采取小班

真人授课制，不像平时报考的辅导班，

多数为视频教学，起不到互动作用。

据了解，辅导班价格低廉也是

吸引众多考研学生的重要原因。这

个辅导班的价格在300元左右，而报

考其他的辅导班价格高了近一倍。

尽管寒风呼呼吹，但这并没有

挡住同学们报班的热情。晚上9时，

前来排队的同学已经达到了100多

人，不少同学在周围跑动着取暖，经

管学院的小张甚至在排队的地方支

起了野营用的帐篷。

晚上11时50分，学校的各个宿舍
楼纷纷熄了灯，但此时仍有不少学生
陆陆续续抱着被子赶来。记者简单数

了一下，现场排队的已经有200余人。

凌晨3时30分，又有一批同学前
来排队。其中一名同学说，去年数学

辅导班也是通宵排队报班，在凌晨5

点时就开始发排队的顺序号了，所

以今年有可能也是凌晨5点发号，所

以提前赶来排队。

果然，刚过凌晨5点，一名老师

便打开了数学院的大门，让寒风中的

同学们到楼内等候，并开始发顺序

号。“通知是7点发号，可我们担心同

学们着凉，所以提前两个小时开门发

号了。”魏老师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每

到这个时候，都有不少同学通宵排
队，报班的队伍也在逐年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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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想捐遗体，这事该找谁”
一位农村大妈想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本报牵线争取帮她了却心愿

本报3月6日讯(记者

鞠平 见习记者 熊戈措

张娜 实习生 黄浦) “我
想捐遗体，现在虽然60岁了，

但眼不花耳不聋，希望能为
需要的人做点贡献。”家住开

发区古现西村的贾曰苓大妈

打电话给本报记者说，她很

想知道捐献遗体该和谁联

系，需要走哪些流程。

家人反对，

最终都被说服

贾曰苓大妈今年60岁

了，现在在一家纸箱厂工作，

每天一大早骑车去上班，晚

上很晚才回来。贾大妈的家

境一般，两个女儿都已长大

成人。“一天夜里，我听到广

播说有一个得气管炎的女病

人过世后捐了遗体，后来救

活了五个人，这件事对我的

触动挺大。”贾大妈说，她现
在也没什么负担，捐遗体只

是想为社会再做点什么，“那

样就是死了也很高兴。”

对于她要捐遗体的事，

家人一开始都不同意。“刚开

始的时候，丈夫根本不同意，

我就跟他说，以后烧了也是

烧，倒不如做点好事。”贾大

妈的二女儿刘美娜一直和她

生活在一起，一开始也是不

同意，“后来想想妈妈说的，

挺有道理的。”刘美娜说，最
后一家人都被妈妈说服了。

就连妈妈90岁的老父亲也支

持女儿，觉得那样做是“感恩

社会”。

现在，贾大妈最想知道

的就是跟谁联系这事儿。

红十字会：

需要填表登记
了解到贾大妈的疑问，

记者走访了烟台市红十字
会。“贾曰苓老人想捐遗体的

话，需带上三张二寸正面半

身照，到所在区的红十字会

填写《山东省遗体捐献登记

表》，一式两份。”烟台市红十

字会业务部的袁先生介绍

说，“如果贾曰苓老人还想捐

器官，比如捐献眼角膜等，填

说明的时候还要注明捐献器

官的名称。”另外，贾曰苓一
定要取得家人的一致同意，

并且都签上字，以免老人逝

世后，亲属不同意而引发纠

纷。“遗体捐献现在主要用于

医学教育、医学科研、临床治

疗，烟台市遗体接收单位目

前只有两家，一家是毓璜顶

医院，另一家是解放军一〇

七医院。”
贾曰苓女士想捐献遗体回报

社会。

加油工忘了扣上油箱盖
一司机汽油洒了一马路

新一轮考研“大战”打响，烟大一考研辅导班受热捧

顶着寒风，

200多名学生通宵排队
文/片 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叶志勤

晚上12点同学们排队的场景。 凌晨3点半排队的场景。

夏天即使下暴雨，家里的墙壁也没漏过水

怪了！一开暖气墙上就长毛
本报记者 李岩侠 孙淑玉

本报3月6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于绍飞

于振文) 汽车加满油后驶

离加油站，在回家的路上，市

民陈先生却发现加油工没有

把油箱盖盖上。“刚装满的油

随着车身的颠簸晃出来不

少，如果旁边谁扔一个烟蒂，

就有可能酿成大祸”6日，陈

先生心有余悸地说道。

近日，陈先生开车到福

山某加油站加油，由于当时

赶时间，加油时便没有下

车。陈先生告诉加油员，油

加满后把盖盖好。几分钟

后，加油工示意油已加满，

陈先生开车走人。但在行驶

过程中，陈先生觉得一直有

股很浓的汽油味。他下车一
看，发现油箱盖竟然没盖

上，油已经洒了一路，油箱
盖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

想想很后怕，于是陈先
生回到加油站要求赔偿。“但

加油站一直表示负责人不

在，以此来拖延时间。”无奈

之下，陈先生向福山工商部

门投诉。最后在调解下，加油

站同意赔偿陈先生600元。

工商部门认为，虽然行
业里没有规定必须由加油工

负责盖油箱盖，但如果消费

者有要求的，作为经营者的

加油站应该负责盖好。

瞧这行驶证，是不是很蹊跷

3月4日下午3点15分，烟台港交警大队民警在芝罘区

长城宾馆路口发现一辆车的车牌可疑。经检查，民警发现

这辆车的行驶证照片背景是烟台市车管所，而发证机关

却是威海市车管所。民警上网查询发现，此车号牌、行驶

证都是伪造的。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孙黎明 张高瑞 摄

夏天即使下暴雨家里

也不漏水，可到了冬天通上
暖气后，墙壁却有水痕，接

着便会绿点遍布。5年多过

去了，家住锦绣新城的王先
生仍不知家里的墙为什么

会这样。近日，实在想不明

白的王先生致电本报，希望

能找到根源，彻底解决这个

问题。

在王先生家中，记者看

到，靠窗户一侧的吊顶与墙

壁的边缘布满水痕，墙面上
也长出淡淡的绿毛，最严重

的部位已经发黑。

令王先生一家困惑的

是，夏天即使下暴雨，屋里的

墙壁也安然无恙。“一到冬天

通上暖气就变样。”王先生
说，一开始他尝试了贴墙纸、

重新粉刷涂料等办法，但这

些办法治标不治本，最后只

好放弃了。

王先生告诉记者，自2005

年入住以来，他每年都向物
业反映这个问题，但5年多来

一直没得到解决。

“很难解决，我们去看过

好几次了。”物业公司负责维
修的刘科长说，他找不到施

工方，只能通过开发商联系

解决。

但当记者致电开发商宏

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时，综

合科一位陈姓工作人员对如

何解决不置可否，记者拨打

该公司动迁工程科电话，得

到的答复竟是“这种问题不

是直接找物业就可以吗”。

面对物业公司和开发

商的上述反应，王先生已经

不觉得意外了，“都是互相

推诿，可能是不想管吧。”王

先生告诉记者，一开始物业

的刘科长肯定地认为“这是

冷凝水的问题”，也就是墙

体保温没做好造成的。但当

记者就此向刘科长求证时，

对方说：“我们不是直接负

责的，原因我真不好说，没

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