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火啦！11月9日下午，长

沙市某幼儿园园内二楼冒出滚

滚浓烟。好像着火了，瞬间浓烟

充斥了整个楼道， 正在做游戏

的小朋友们被浓烟笼罩。 不过

别急， 这可不是真的发生火灾

了，而是幼儿园联合社区，正在

进行一场专门针对幼儿火灾逃

生、救援疏散的演习。

黄慧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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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9日讯 “临近毕业，辅

导员让我们买纪念品送给学校。”在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徐同学看

来，这样的毕业“感恩”方式实在是滑

稽可笑， 希望本报帮忙了解清楚，到

底是怎么回事。

【质疑】班费中的四百元买礼品？

徐同学是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管理工程系大三学生，明年六月毕

业。“学校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毕业班

都要给学校送礼品。”他告诉记者，上

个月， 辅导员在班上公布此消息后，

他向邻班同学打听。“有2个班的同学

说，他们也要交钱买感恩礼。”

徐同学回忆，新学期开学时，班上

每个同学交了80元的班费，“感恩礼”

的钱，是从中省出400余元来购买。班

上40多个同学，平摊下来10多块。

“钱被迫交， 感恩就变质了。”徐

同学说，“感激之情为什么要用物质

表达，并且还是被逼交钱。”

【学校】绝不允许强行收费

事情真的如徐同学说的一样吗？

记者随后联系上该学院办公室，一名

曾姓工作人员听完事情的始末后表

示，学校绝对不允许老师强行收钱给

学校买礼品。“学生好好学习，就是对

学校最好的报答。”同时，该工作人员

建议记者向系部了解情况。

“如果情况属实， 我们将跟相关

辅导员进行正面沟通。” 该学院管理

工程系罗主任表示，之前并无听说此

事，学生赚不到钱，系部也不建议辅

导员采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学校的感

恩之情。

“学校没有倡导， 也没有要求学

生送礼。”在对事情进行初步了解后，

该系学生管理工作的彭姓负责人给

记者回电表明态度。

11月9日下午，记者接到徐同学

电话，他告诉记者，辅导员之后在班

上做了解释。 看到其他班有学生自

发送纪念品给学校， 辅导员以为这

是规定，所以传递了错误信息。徐同

学告诉记者，目前，辅导员已表示，

不会用班费中的400余元来买感恩

纪念品了。 ■记者 吕菊兰

学校逼毕业生买“感恩礼”？

学生质疑：我们“被”感恩了 学校：绝不强行要礼，辅导员搞错了

本报11月9日讯 左手

截肢， 右手只剩3个指头，

这是长沙中意路李康的双

手，26岁的他想靠这一双

手养活自己，独立生活，不

用依靠父母。 行动不方便

的他网购了几千双袜子，

想摆地摊挣些微薄的收

入，没想到，打了几千元给

对方后，卖家音信全无，连

网店都登录不了。

身体不便，上网寻进货渠道

李康告诉记者，因为身

体不方便，他平时摆摊做些

小生意养活自己，虽然比常

人辛苦很多，但他咬牙坚持

了。平时进货一直请别人帮

忙， 他决定在网上进货，送

货上门，不麻烦别人。

11月7日，他在阿里巴

巴网站上看到了一个袜子

厂家， 批发棉袜只需0.4元

一双， 低廉的价格让他心

动了。 李康通过阿里旺旺

联系上了卖家客服人员，

几经谈判 ， 对方同意以

2000元卖给他6000双棉

袜， 并承诺如果李康马上

打款，当天下午就发货，有

质量问题，随时能够退还。

客服人员自称姓王， 并留

下了手机号码。

“长沙一双袜子最少

卖2块，这么多双袜子我能

够挣几千元，想到这些，我

马上就用网上银行把钱打

过去了。”李康说，卖家收

款的银行是广东清远的农

业银行账户。

打完款后， 李康发现

卖家迟迟没有发货，8日全

天， 李康数次拨打客服电

话，均没人接听，阿里旺旺

也不在线。9日早上， 他上

网时发现该公司网页已经

打不开了。

“我要辛辛苦苦好几

个月才能挣到2000元，没

想到就这么打水漂了。”李

康说，“我太容易相信人

了，如果用了支付宝付款，

肯定不会被骗。”

坚强小伙遇到人生低谷

李康家在沅江， 来长

沙一段时间了， 在一次高

压电事故中， 他失去了完

整的双手，因为这样，他迟

迟找不到工作， 只得摆个

地摊挣点钱。 李康的父母

在老家， 他拒绝了父母的

资助，想自己养活自己。

“我养活自己为什么

这么难呢？” 李康喃喃自

语，多次找工作失败，想创

业又被骗钱， 一连串的打

击让他有些迷茫， 不知该

往哪里走。

如果你能够为他提供

工作，或者帮助他，请拨打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让我们

一起帮他走出困境。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卉

屡次求职遇挫 网购又被骗钱

残疾小伙：“我养活自己为何这么难”

你愿意帮助这个坚强小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