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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格“莱阳女孩查出白血病”追踪

同事准备为王春红二次捐款

本报爱心大篷车征集爱心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孔雨童) 本报连续报道了莱

阳女孩王春红为给弟弟治病

打工，12年迟迟不恋爱，近日

却不幸患上白血病的感人故

事。11日，记者走访了王春红

工作所在的餐厅。“觉得这孩

子对自己太苛刻了。”不少同

事说起王春红唏嘘不已。

11日下午，在南大街一
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记者

见到了王春红的同事王辉大

姐。王大姐跟春红一直住在

一起。在她眼中，春红是个朴

实又乐观的女孩子。“平时上
班时她总是姐啊姐的叫我，

有时喜欢开玩笑，有时递给

我个糖球，我总是给逗得很

乐。”宿舍里住着很多跟春红

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家都

喜欢穿时尚衣服，买些化妆
品。但是春红这些年很少买

衣服，从来没买过名牌，也从

来没见她出去娱乐。

“但是春红对家里从来

没有不舍得。”王大姐说，每

次春红回家前，她跟春红去

超市，春红总是大到鸡鸭鱼
肉、小到食盐酱油买很大一
包；即使不回家，春红也会找

人往家捎东西。“我们都很佩

服她，白天上班已经很累了，

还要帮家里买东西。”前些日

子，春红家的香椿下来了，早

上春红总是很早起来去市场

问价钱，几天下来春红累得

一脸憔悴。

“这些年来，我们都不知

道原来她这么苦。”餐厅的厨

师长周庆武回忆，春红一直

很努力，曾经一次考勤记错

了，春红来找了他几次。“我

那时还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

这么计较，后来才知道她担

负着这些。”周庆武说，之前

办公室同事曾给春红凑过一
些钱，这两天他们准备集体

给春红捐款，帮助这个孝顺

的女孩渡过难关。

即日起，本报爱心大篷车

将为莱阳女孩王春红开通爱心

热线15963503817，如果您愿意帮

助这个善良又不幸的女孩，可

以拨打爱心热线。

5·12三周年纪念系列报道

震动国人的5·12大地震，

已经快过去三年了。在5·12三
周年之际，我们寻访了当年曾
经参与震后救灾和援建的烟
台人，请他们讲述当年的那些
事儿。今日，本报推出系列报
道之四。

烟台赴川志愿者杨秀振讲述入川经历———

他们要帮忙，都来找老兵
本报记者：孔雨童

他们都叫我们“老兵”
5·12地震的时候，我正在海

军航空学院里上课，那时作为干

部，我已经确定要转业到烟台了。

有人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地震

了。其后几天，不断在电视里看到

灾情的播报。我坐不住了，我是一
个兵。18日，带着一大包食品和药
品，揣着3万元钱，我跟几名山东

的志愿者一起飞到了四川。下了

车，我问当地的司机“哪里受灾最
重”，他们说是“映秀”，于是我就

去了映秀。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绵竹的

武都小学。整栋楼都倒下来了，我
们事后去看，全都是水泥块，竟然

没有找到钢筋。而当地新中国成

立前的房子全都没有倒。

在映秀，我们几个老兵一起成

立了“老兵突击队”，开始搜救、清

理遗体。在四川，见到的最多的就

是山东人，几乎每一个志愿者队伍
里都有山东人的身影，当地老百姓

都不认识我们，他们统一喊我们

“老兵”。那时候，哪家要搬东西、抬

人，甚至邻里纠纷都会找老兵。

当时，我们几个志愿者代表

四川红十字会志愿工作者一起捐

献了一批价值15000元的药品和

一批价值1000元的学习用品及书

籍，我们还募捐了一辆价值9万7

千元的医用救护车，捐献给了5·

12老兵突击队战斗过的地方———

绵竹九龙人民医院。

5月31日，成都军区某陆航团

执行救灾任务时，在汶川县映秀

失事，此后几万人参与了搜救，我
也在其中。

映秀到处都是高山密林，飞
机失事的地方，人迹罕至，很多地

方几乎是绝壁，余震不断，塌方、

泥石流随时发生。搜索到失事飞
机的是专业的高山洞穴探险队员

(他们也是志愿者)，我们在深山密

林和悬崖峭壁上艰难爬行，一米

一米地推进。人很多，有时候就可

以看见前面的队员，相隔两山之

间，直线距离仅几百米，喊话清清

楚楚，但要走到一起却需数小时，

路上太难走了，以前根本就没有

路。路途中有很多艰险的地段，有

的泥浆深过膝盖，有的根本就不

是路，更多的是地震下陷地段，稍

有不慎就会坠落到万丈深渊；有

时要穿过茂密的树林，多处浓密

的竹林被穿出一条窄窄的通道。

在上山的时候山石经常滚落下
来，有很多人被砸伤。

四川毒蛇很多，在山上经常

可以看见蛇。有一个战士在前进

的过程中被毒蛇咬伤手指，由于

没有医生，也没有治疗毒蛇药品，

只好用刀砍掉手指。上山很多人，

有多少人受伤了，没有人统计。我
很幸运，在爬山时，滚下来的石头

只是擦伤了我的头部，伤口没有

出多少血，但是一直疼痛。

搜救失事飞机

2 0 0 9年，我再一次回到四

川，去看望那些曾经一起战斗过

的志愿者和帮助过的百姓。刚刚

到了那里，就有很多家庭过来要
请我们吃饭，他们还是叫我“老

兵”。

在灾区，认识了一个11岁的

小女孩，叫梁馨宇。她很活泼开

朗，但是经常会不开心。我们有时
会给她做心理辅导，有时会让她

做联络员去召集那些孩子过来，

由各地来的志愿者带着她们做游

戏。回到烟台后，馨宇还经常在网

上问候我，我们现在像朋友一样。

在四川三个月，永生难忘。我

们回来的志愿者，有时会很久难

以走出这段经历。但是做过的事

就不会后悔。有时看着小馨宇那

些开心的言语，我就有一些安慰：

一切都过去了。

“以我菲薄之力，拯救同宗同

胞，共建华夏禹域！万涓成海，万

尘聚山，以此制灾，何灾不摧！”这

是我留在空间里的一句话。

相隔万里的牵挂

烟大市场将搬进步行街

买家和卖家都心忧价格
本报记者 鞠平 实习生 黄浦

烟大市场就要搬进一墙之隔的步行街。商家和

顾客对此有什么感受？11日，记者探访看到，已搬进
步行街的商铺打出了“原烟大市场商铺”的字样招
揽老顾客。而对于大学生和未搬的店主来说，价格
是他们最关注的。

在烟大市场，记者走访
了几家比较大型的商店，店
主们均表示已经听说了烟
大市场要迁到旁边步行街
的消息，他们对此事持有非
常乐观的看法。“那边环境
好，店面装修很规范，管理
也比较完善，比这边要好很
多，搬过去没有错。”一位服
装店的老板娘告诉记者。店
面规模较大的商贩对此意
见虽然不大，但是烟大市场
很大一部分是本小利薄的
小型摊位，他们有着不同的
想法。

“这边虽然环境差点，

但是租金便宜，一年才2万
多。如果搬过去，一年光租
金就得10万，我们一般都负
担不起。”一家小吃店的老
板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据

另一位包子铺老板张先生
介绍，烟大市场的顾客主体
是大学生，学生的消费能力
毕竟有限，如果店铺租金提
高，涨价就成了他们无奈的
选择。“学生本来就没什么
钱，所以一涨价就没人买我
们的东西了，不涨价又交不
起租金，所以我们搬过去压
力会大很多。”张先生无奈
地说道。

今年五月一号刚搬进
步行街的王女士，以前在烟
大市场卖了十几年衣服，刚
搬过来对这边的环境非常
满意，但是也采取了一些措
施来吸引老顾客的光临。

“怕刚搬过来就涨价学生们
嫌贵，所以现在仍然维持以
前的价位，已经做好第一年
赔钱的准备。”

在新建的步行街中，

虽然经营的店面不是很
多，但是还是有不少好奇
的顾客前来一探究竟，其
中大部分是烟台大学和山
东工商学院的学生。记者
随机采访了几位大学生，

烟台大学大三学生小李对
新建的步行街赞不绝口。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这个
地方就在建，现在终于快
建好了，以后逛街算是有
了好去处。” 小李说，她
和同学以前买东西主要去
烟大市场，但是由于市场
摊位太多，基础设施并不

完善，像下雨了，路面就泥
泞不堪，前一段时间还发
生了火灾。

但是，仍有很多学生从
新建的步行街出来后，转而
去烟大市场买东西。记者询
问了几个大学生，他们都表
示，步行街的东西比烟大市
场的贵，所以他们宁愿选择
去烟大市场购物。“步行街
的购物环境虽然好，但是我
们学生毕竟还在花父母的
钱，所以还要挑便宜的买，

希望烟大市场的摊位搬过
来后不要涨价！”大学生小
郭这样说。

讲述人：

烟台赴川志愿者
杨秀振

顾客：

环境确实好多了

希望价格公道

商家：

新地方租金贵

想抬价又怕丢了顾客

5·12地震之后，当时刚刚从部队转业到烟台的杨秀振
带着一大包药品和3万元钱赶赴四川。作为志愿者，他在灾
区待了三个月，辗转映秀、绵竹、北川，救助了很多灾民。

杨秀振在救灾现场。(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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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大市场将要搬迁到这个步行街里。 黄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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