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首富宗庆后：

幸福感不如员工

据中新网消息 3 月 6 日，内

地首富宗庆后接受记者专访时表

示，自己每天早上 7 时前到公司，晚

上 11时 30分才回家。“我的幸福感

不如娃哈哈的员工。 ”

作为中国首富， 宗庆后的生活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怡然自得，

他说：“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购物，每

天早上 7 时前到公司， 晚上 11 时

30分才回家。 我的幸福感不如娃哈

哈的员工。 ”

娃哈哈员工的幸福感很大程度

上来自于不错的生活保障和职业上

升渠道。“我们向政府申请经济适用

房， 每平方米给予 1200 元的补贴，

现在有 1000 名员工受益。 我们有

58 个生产基地，已在海宁、成都、重

庆的基地内建起廉租房， 河北和湖

北的准备开始建， 员工就算退休了

都可以继续住下去。 ”宗庆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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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致病菌通过蛋壳传播

清洁鸡蛋今年上市

把鸡蛋买回家后，很多人习惯把鸡蛋直接

放到冰箱里的冷藏室，于是附着在蛋壳上的鸡

粪等污物也随之进入。虽然大家对鸡蛋外壳不

干净已习以为常，甚至觉得这才是“柴鸡蛋”的

证明，但许多发达国家已禁止这种“脏蛋”上市

销售，但我国在这方面尚无统一规定。 记者从

北京二商集团下属的北京市禽蛋公司获悉，今

年“高洁保鲜鸡蛋”将全面发力零售市场，让普

通市民也能方便地买到“表里如一清洁”的放

心鸡蛋。

北京市禽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伟告诉

记者，目前许多发达国家规定，禽蛋产出后必

须加工成为洁蛋才能上市销售，“有些国家的

需要鸡蛋当原料的企业甚至不允许蛋壳进厂，

必须加工成蛋液。”在北美、欧洲一些国家和日

本， 禽蛋的清洗消毒率已经达到了 100％，新

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我国台湾等地区这一

比例也在 70％以上。 记者经过查询发现，目前

我国对鸡蛋上市销售并没有统一标准，只有湖

北省曾经在 2009 年出台《洁蛋（保洁蛋）地方

标准》。

记者日前从北京二商集团下属的北京市

禽蛋公司了解到，原本以供应星级酒店、连锁

快餐店和大型合资食品企业为主的“高洁保鲜

鸡蛋”今年将全面发力零售市场。 北京市民在

家门口的超市和便利店里也能买到这种表面

清洁，吃着更为“放心”的干净鸡蛋。

北京市禽蛋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赵伟表

示，高洁保鲜鸡蛋须经选蛋、清洗消毒、脱水等

工序，最后还要涂上一层植物油，经过处理的

鸡蛋表面要求“不得检出致病菌”，杂菌数量也

极少。 与普通鸡蛋相比，保质期也要延长一周

以上。对于市民关注的价格问题，赵伟表示，在

政府扶持下，北京市禽蛋公司斥巨资进行了车

间大改造， 生产线全面开动后每天产量可达

200 万枚，足以覆盖北京市场的三成左右，“摊

到每个鸡蛋上，成本也就增加四五分钱。 ”

（据《北京晨报》）

山东枣庄邱丙霞———

9 个失亲孩子的“代理妈妈”

新华社济南 3 月 7 日电（记者 张倩倩

王海鹰） 山东省枣庄供电公司的邱丙霞 2002

年春首次参加市妇联组织的“代理妈妈”救助

孤贫儿童活动后，深受触动，从此加入“代理妈

妈”行列。 10年来，她信守承诺，先后“代理”了

9 名失亲孩子，在保障他们生活的同时，引导

他们求学求职、步入社会。

“邱姨，今天下雨了，您路上慢点走。”这是

邱丙霞代理的小芳（化名）发来的问候短信。小

芳读初一时遭遇家庭变故， 不仅生活困难了，

而且变得内向敏感。 正是在这时，邱丙霞走进

了她的生活、照顾开导她，品学兼优的小芳逐

渐变得活泼主动，目前正在济南读大学。

邱丙霞介绍， 她代理的 9 个孩子中，6 个

是孤儿、3 个来自单亲家庭， 最初接触时他们

大多刚进入青春期。“十四五岁正是孩子的心

理逆反期，物质上的支持固然重要，更重要的

是帮他们重塑信心，实现精神独立。 ”

邱丙霞一方面将学费、生活用品辗转送到

孩子手中，一方面与孩子们所在的学校取得联

系，恳求老师多给予鼓励、表扬，还经常将这些

孩子接到家中，亲自进行辅导。

在邱丙霞的努力下，被“代理”的孩子们继

续了学业，性格也逐渐转变。 滕州市养庄镇的

陈军（化名）8 岁起开始接受“邱妈妈”的关爱，

一向自卑孤僻的他变得热心开朗， 在 2007 年

获得“枣庄市十佳少年”称号。

邱丙霞接受记者采访时，在济南读大四的

晶晶（化名）给她打电话来汇报考研成绩。

记者了解到，晶晶家有三兄妹，爷爷奶奶

是唯一的亲人。 2005年，爷爷在拉车卖菜的路

上摔倒后中风，家里断了收入来源。

“孩子上学是大事！ ”邱丙霞一来到这个

家， 当即承诺代缴每个学期一两千元的学费，

随后又时常带来油、米、面等生活必需品。

晶晶通过电话对记者说：“邱姨来了之后，

我发现不是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为生活

犯愁了。 ”晶晶高二那年，由于压力减轻，学习

成绩一下子就跃升到年级前列，最终以全校第

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关爱仍在继续。 晶晶上大学后，“邱姨”每

个月都会致电询问近况： 参加了哪些社会活

动，与同学相处是否愉快等。在她的督促下，晶

晶不仅努力争取到多个奖学金， 还在 2009 年

成为全运会志愿者。

邱丙霞说，“代理妈妈” 的作用是无形的。

正是日常生活中持续累积的关爱，正是给予的

尊重和理解，才能让这些孩子成长为自信和敢

于担当的人。

当一个普通人，做好一些平凡的事，是邱

丙霞的理想。对这 10年的坚持，她认为：“我不

过是在孩子们最需要的时候做了举手之劳。 ”

邱丙霞小的时候，父母经常收留街头无家

可归的人，耳濡目染下，她认为在能力范围内

帮助别人是自然而然的事。邱丙霞的女儿经常

陪妈妈为失亲孩子购置文具、衣服，而丈夫对

家里每年 1 万元到 2 万元的“代理”支出也毫

无怨言。

在枣庄供电公司，邱丙霞这样的“代理妈

妈”不在少数。自 1998年首次开展“代理妈妈”

活动以来，这里已有 370 多名志愿者、32 个集

体参与资助孤贫儿童 500 多名，捐款、捐物近

百万元。

温州2 0 多位老人爱心撑起施粥摊

9年来，每天都有爱心人士送钱送米

据浙江日报消息 早晨 6 时多，位于温州

东门附近的“红日亭”施粥摊前，来喝粥的困难

群众已排起了长队， 几名老人已经开始忙碌：

熬粥、煮菜、施粥……

这个简易的施粥摊，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别

样的温情：9 年来，20 多位老人坚持免费为过

路人送上热腾腾的粥。

老人们告诉记者，决定施粥是因为看到周

边一些孤苦老人、拾荒者和失业民工，在寒冷

的冬天吃不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餐，所以几位老

人自己筹钱购置锅碗瓢盆，自发办起这个施粥

摊。

很快，老人们的善举感动了越来越多的温

州市民，来红日亭献爱心的人也多了起来。“熬

粥用的米，是市民们捐的；买米和买小菜的钱，

也是他们捐的……这里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

是大家的爱心。 ”老人孙兰香一边用铲子搅粥

一边说。

的确，正是有无数位“活雷锋”热心相助，

才让温州的红日亭施粥摊办得红红火火。

记者多次见证这样温馨的场面：一个冬天

的上午，一辆面包车在施粥亭前停下，司机和

一位穿着格子衫的中年女士从车上跳了下来，

一人扛一包大米走进亭内。“这米捐给你们。 ”

女士交代了一声，就准备离去。一位老人上前，

询问姓名，她微微一笑说：“一点儿心意，不说

名字了。 ”说着便驱车离去。

“我要代表 6 个人，捐 3000 元钱。 ”一次，

一名以前住在附近的老人来捐钱，他说，他和

5 位朋友，以前是住在这里的邻居，后来大家

都搬走了，前两天有人提议，每年每人捐 500

元给施粥摊，大家一致同意。

“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67 岁的黄碎

娇是参加施粥的老人之一， 对市民的热心，她

深有感触：喝粥的人很多，费用很大，以前还担

心“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每天总会有人送钱送

米来，这“下顿”总有着落。

这个声名远播的施粥摊，在各路爱心人士

的支持下，已坚持了 9年。“施粥摊一般一天要

花费三四百元， 这笔开支全靠大家的捐助，我

们才能办下去。 ”老人叶宝春感叹。

无数人参与进来，传递着爱心“接力棒”。

“有一位好心人， 觉得我们这里要一个年轻力

壮的帮手， 就和我们商量请了个人来帮忙，由

他每个月给帮手 600元补助。 ”叶宝春说。

温州“红日亭”施粥摊为路人送上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