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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花3块钱制作“感恩牌”
本报和九阳公司联合建立的“希望厨房”进入验收阶段，校长们可开心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本报实习生 宋佳

由本报联合九阳股份有

限公司建立的“齐鲁晚报———

九阳希望厨房”已进入验收阶
段，本报记者与九阳公司的工
作人员日前对2010年资助的烟
台市7所中小学进行了走访验
收。

记者了解到，受赠学校的
厨房状况目前已大为改观，孩
子们不仅已经能吃上热腾腾
的馒头，而且做饭的效率也大

为提高。一所学校的校长为了
表达感激之情，还亲手制作一

个铁招牌挂在了学校厨房的
门前。

2010年，九阳股份
有限公司在中国青基
会设立“九阳希望基
金”，计划10年内筹集
捐赠5000万元，用于改
善贫困山区孩子们的
用餐条件，为1000所学
校建设“九阳希望厨
房”。

2010年10月，本报
联合九阳股份有限公
司为烟台的 7所中小
学改善了厨房的硬件
设施。

格相关链接

九阳希望厨房

告别冷馒头
校长最开心

23日，本报记者随九阳验

收队的工作人员来到栖霞市苏

家店镇小学，厨房里的工作人

员正忙着给孩子们做午饭。这

间60平方米的房子里热腾腾

的，学校受赠的压皮机、和面机

和蒸馒头机整齐地靠在墙边，

碗柜、消毒柜、绞肉机也得到了

较好的利用。

“以前最愁蒸馒头，现在蒸

馒头成了最省事的事啦。”苏家

店镇小学校长李来周高兴地说。

据了解，这所学校有1500多

人，有1300个学生在校吃饭，一

天要蒸近3000个馒头。谈起之前

蒸馒头的方式，厨师孙先生直摇

头：“以前蒸馒头都用蒸笼，至少

要摞七八层笼子，都有人那么高

了。每次都要站在锅台上，往上

摞蒸笼。”听到这，校长李来周接

着说：“这样几轮馒头蒸下来，第

一锅的馒头就凉了，孩子们自然

吃不上热饭。”据介绍，以前做一
锅馒头，从和面到出锅大约需要
两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半个小

时就能完成。

为了能让孩子们吃上热饭，

2010年10月，本报联合九阳股份
有限公司帮助烟台的7所中小学

厨房改善硬件设施，以每个学校
3万元为标准，送来了和面机、压

皮机、蒸馒头机等。

对于热馒头的问题，莱阳

市青埠屯完全小学校长韩秀杰

也有一肚子话要说。韩秀杰告
诉记者，以前孩子们吃馒头都

是在外面买，食堂根本供应不
了，现在食堂能自己做了，不仅

可以节省30%到40%的费用，

而且这些节省下来的钱还可以
补充到孩子们的菜金里。

为表达感激
亲手做招牌

验收队伍经过了一段颠簸

的山路上，又来到山前店海尔希

望小学，校长于启敏热情地欢迎

大家的到来。

在长于启敏的引领下，验

收队向厨房走去，这时，验收队

伍里忽然有人说：“快看，有人

挂上了九阳希望厨房的牌子！”

果然，一个简陋的白底红字的

铁招牌高高挂在学校厨房的门

上，这块铁招牌长约30厘米，宽

约10厘米，上面焊着两个螺丝，

一根铁棍穿过这两个螺丝，然

后被牢牢地固定在门框上。

一打听，这个招牌原来是
于启敏自己制作的，做完之后

他跑到五六公里外的电焊厂，

花了3块钱找人焊接好，然后挂

了出来。“我们这里穷，没有什
么可以表达心意的，只能做个
招牌挂上去，表示感激。虽然比

较粗糙，但这是一份心意。”于

启敏低着头告诉记者。

在验收队临走的时候，九

阳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顾

东君执意要收藏这个手工制作
的招牌，她说，一定要把它放到

九阳公司的博物馆，因为“感动

是金钱无

法衡量的”。

希望星星火
形成燎原势

在两天的走访验收结束

后，一行人虽然都很欣慰，但也
发现了一些仍待解决的问题。

顾东君说：“一些学校做饭仍是

使用井水，这让很多设施设备

难以发挥本来的作用。”

顾东君说，捐赠活动的目

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们

吃上热腾腾的馒头，喝上干净

的水，外加一杯新鲜的豆浆。

“如果没有干
净的水，我们即使投

入豆浆机，也会因为水垢破坏

机器性能。”

李来周告诉记者，要让学

生喝上真正的自来水，还是有

一定难度的，因为整个村子里

都没通自来水，一直是打井供

应水源，所以专门为学校通上

自来水难度很大。

参与本次活动的山东省希

望工程办公室基金部副部长苗

翠光说，希望厨房的建立只是星

星之火，更需要地方政府的加

入，更欢迎更多企业的参与。

“太阳疯子”做客烟台为太阳能指路
本报专访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听他说说关于太阳能的那些事儿
文/片 本报记者 秦雪丽

第一批太阳能

其实产自烟台

本报记者：太阳能具有
节能环保的优点，因此受到
老百姓的青睐，您感觉烟台
太阳能的市场如何？

黄鸣：来到烟台感觉很

亲切。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烟台太阳能行业源远流长，

可以说，第一批太阳能热水

器就产自烟台。1987年的时

候我开始研究太阳能，听说

烟台这边已经有人在搞太

阳能热水器了。可惜的是，

这批太阳能在发展中由于

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发展起
来，最终“夭折”了，在一定

程度上也伤了老百姓的心。

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的

时候，太阳能热水器在烟台

的推广要比青岛、德州等地

晚5年，市民普遍存在一种

怀疑的态度。

烟台地处沿海，白云蓝

天，光照充足，条件非常好，

尽管在严寒的冬天，也绝对

适合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

发展潜力非常大。不过在技

术上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

沿海地区风大，冬日雪天较

多，加之海盐的腐蚀，这都

需要太阳能热水器做到很

好的保温效果、抗腐蚀以及

加固能力。

低价“山寨机”

我们也很无奈

本报记者：2月份，本报
联合贵公司推出“我帮你家
修太阳能活动”，为数百户居
民解决了太阳能维修难的问
题。活动期间我们发现，市场
上现在有好多质量低劣的组
装机、“山寨机”，冬日频频被
冻坏，却又享受不到相应的
售后服务，对整个太阳能行
业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您
有什么看法？

黄鸣：这个活动我听说

之后，非常高兴，我们很愿意
与有责任心的媒体一起做有

益于百姓的事情。这种合作

能扩大宣传面，切实为老百

姓解决问题，今后要多搞些

这样的活动。

面对质量没有保证的组

装机、“山寨机”，我们也很无

奈。太阳能作为一种环保节

能的行业，保证质量应该是
第一位的，然而一些商家以
低价格进行竞争，这个我们

是比不起，我们的原则是不
能降低产品质量，但质量的

保证又需要一定的成本。让

人无奈的是，一些老百姓对

此并不理解，片面地追求价

格低，致使大量“山寨机”、组

装机的出现。

准入门槛太低

缺乏强制标准

本报记者：目前我国太
阳能行业的门槛怎样？有没
有强制性的规定？

黄鸣：门槛很低，行业标

准很低，也没有一定的强制

性。正因如此，目前全国有

5000多家太阳能热水器生产
企业先后涌入市场，市场呈

现出良莠不齐的状况。面对

整个行业的现状，我们也很

担忧。

四五年前，烟台有一次

刮大风，据说有二三百台太

阳能被大风吹落，皇明的也

有三四台被吹落。为此，我

还专门到烟台来查找原因。

这涉及到很大的安全问题，

太阳能支架的固定材料如

果出现问题，会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因此更需要一定

的强制性规定出台。各个地

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制定一系列强制标准。

我不喜欢“老大”

我是“太阳疯子”

本报记者：“十二五”

规划中，节能环保已成为
国家战略，作为太阳能行
业的“老大”，对此您有什
么构想？

黄鸣：相较于“老大”、

“太阳之子”等称呼，我还是
喜欢别人叫我“太阳疯子”。

其实做大并不是目的，做强
做深才最重要。太阳能并不
只是房顶上一个简单的机

器，而是要把太阳能融入到

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

利用太阳能采暖、海水淡化、

纺织、酿造、食品等，这些都

可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目前，我们已经成功设计

并实现了太阳能与建筑的完

美结合，比如我们的太阳谷、

蔚来城等。

我们目前正在烟台寻找

合适的客户，为其提供太阳

能与建筑完美结合的样本，

在这里，我们也热烈欢迎烟

台的房地产公司做客太阳

谷、蔚来城。

今年2月，本报联合皇明
太阳能推出“我帮你家修太阳
能活动”，为数百户烟台市民
解决了太阳能维修难的问题。

27日，中国皇明太阳能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做
客烟台，与当地众多企业家
一起探讨了企业发展中的融
资、社会责任、信仰信念等问
题。借此机会，本报记者对黄
鸣进行了专访。

▲▲皇明太阳能董事长

黄鸣接受本报专访。

九阳公司的顾东君在

品尝孩子们的饭菜。

在新牌子送来之前，山前店海尔希望小学校长

于启敏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自己亲手做了一个“九

阳希望厨房”的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