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2011年年55月月66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编辑编辑 张健张健 组版组版 王贤梅王贤梅 校对校对 陈文彪陈文彪T10

2011年1月25日
年末有爱，陪民工回家
我们和你在一起

为了生活，为了城市建设，来自五湖

四海的农民工兄弟背井离乡，不远千里来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从事着最脏、最累、最

苦的工作。2011年春节前夕，本报联合合

肥市建委建筑事务管理处，重磅推出“年

末有爱·温暖民工”系列报道，派出4名记

者分别前往农民工集中的主要城市北京、

上海、深圳等地进行采访。体验农民工返

程路上的酸甜苦辣，用镜头记录他们真实

的生活。

稿件一经刊出，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共

鸣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合肥市建委也在春

节来临前，特别给在各城市设立的办事处

提出了硬性要求，即主动与当地企业联

系，对农民工的工资发放、回家方式等问

题，予以帮助和解决。 记者 张敏

2011年3月8日
展现“半边天”魅力
看女性“七十二变”

当今社会，广大女性“半边天”的角色

日益凸显。在2011年“三八”妇女节来临

之际，本报策划推出了2011“三八节”“看

我七十二变”专题策划报道，倾听不同类

型女性的故事。

策划报道在3月8日推出后，很受读者

的好评。合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科

学研究所主任法医师杨玉玲告诉记者，自

己从事这个工作十几年了，很多时候自己

的工作不被人理解，也有很多人感觉自己

的工作很神秘，通过这次的活动，让更多

的人了解了她的工作、了解了她的生活。

2011年3月1日
帮安徽娃成功寻亲
温暖2011新春

2010年12月28日，在湖北黄石市长途

汽车站内，一名身穿褐色成人外套的男童被

人发现，“我家在安徽辛集，我爷爷自己编扫

帚卖。”男童用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称。男

童小名叫军军，身体健康，无端被人遭弃

在熙熙攘攘的车站街头。

本报从2011年3月1日以来，连续十多

天在重要版面刊登寻亲之旅的幕后故事，

引起轰动。在从“辛集”这个只言片语中，

记者敏锐赶赴多地进行走访调查，在黄石

一精神病院，得知一贵州女子疑似军军的

母亲时，黄石、安徽、贵州三地媒体展开联

动，最终经过DNA比对后，证实军军确实

是该贵州女子的亲生儿子。

这场爱如潮涌的寻亲行动，给2011年

的新春，烙上了永不消退的温暖印记。

新闻回顾

2010 年 7 月 10 日上午，本报联手

安徽省关工委、安徽美术出版社、时

代漫游公司以及合肥新华书店开展

的“暑期夏令营”活动“故事大王”比

赛正式开始，从当天开始，每周六都

有比赛，共举办 7 场，50 多名小选手

同台竞技。

2010年7月10日，第一场比赛在

安徽图书城举行。8月27日进行总决

赛，经过近两小时的比赛，2号选手张

鑫凌夺得了总冠军。

社会影响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每一名参加比赛的孩子都付出了心血

和汗水。当然，在台上都是孩子们的

表演，可是在台下，每个孩子背后都有

默默无闻的家长给孩子们鼓舞打气。

并且还帮助孩子们构思新鲜的小故

事，以赢得更多的掌声。在学习的过

程中，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拉得更近，让

一些平日里只顾工作的家长，通过此

次比赛能好好地陪陪孩子了。

虽然故事大王演讲比赛结束了，

但带给孩子们的快乐却是长久的，许

多孩子还因此喜欢上了讲故事。希望

动听的故事能在孩子们的心灵中播下

希望的种子，也希望这次讲故事比赛能

在孩子们的童年记忆中留下美好的记

忆。此次比赛不仅增强了幼儿的语言

表达能力，培养了幼儿的自信心，也增

进了家庭之间的互动了解。

人物回访

故事大王比赛已过去将近一年时

间了，当时获得冠军的张鑫凌小朋友

也长大1岁了，现在的他是不是还热爱

讲故事呢？昨日，记者拨通了张鑫凌

的妈妈金女士的电话。当接到记者的

电话后，金女士显得十分激动：“你们

报社搞的那个故事大王比赛太好了，

孩子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为他以后

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自从上次比赛后，孩子还学习

讲故事？”记者问道。“讲故事一直是他

的爱好，今年他读一年级了，期间参加

过学校组织的一场‘英雄故事’演讲比

赛，在那场比赛中，他又获得了冠军。”

金女士说道。 记者 张崴

用情策划 温暖城市

新闻回顾

城市不仅仅需要高楼大厦、玻璃

幕墙，历史古建筑作为城市记忆的重

要载体，它不仅承载着一段历史，也关

乎市民难以割舍的情感。2011年2月

23日，为了留存城市的记忆，本报曾特

发布“全城征集令”，征集“留存合肥记

忆小区”，与市民们一起寻找充满老合

肥特色的小区，共同品味独特的合肥

记忆。

社会影响

香樟1958，一间苏式老厂房，历尽

岁月磨洗，它被赋予了一个现代化的

新名字。香樟 1958是在原化机厂老

厂房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小区会所，

它整体保持了原有苏式建筑基本框

架，老厂房里的一些钢制房梁、运输

产品的行车、木质的房顶……都被继

承并保留了下来。类似于这种古建

筑，合肥还有许许多多，经本报发布

“全城征集令”后，市民纷纷向本报打

来热线，诉说自己与那些古建筑之间

的渊源。

人物回访

合肥市瑶海区宝业城市绿苑小

区，居住着一名 70 多岁的老人李大

爷，当时，他曾给本报打来热线称，自

己目前所居住的小区，乃是原来的安

徽拖拉机厂厂区。如今，厂房被拆了，

建起了新的小区，但是，那一排排的香

樟树还存留了下来。

昨日傍晚，记者再次来到城市绿

苑小区，在那一片香樟树下，几名孩子

正互相追逐。带着孩子出来的老人们

聚在一起唠着家常。一对对小情侣，

十指扣心漫步在浓郁的香樟树下，从

他们的谈笑间，可以看出多么的温馨

幸福。从远观，这一片香樟树林，简直

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记者 张崴

讲故事大赛 亲情在家庭流动

探访古建筑留存合肥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