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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大小新闻
客户端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票、

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

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

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

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公告栏
6631203 6631205

声 明

●烟台祥隆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向李怀磊开具的押金收据

丢失，单号：002LS220415002，

金额：21810.00元，声明作废。

●王成爱名下房产：烟台

市芝罘区世回尧大东夼西南街

1号，编号3706021101195；烟

台市福山区永安街128号积金

山小区3-2-2号（及南面门头

街面 5 号、6 号），产权证号

S13049，两处房产证件遗失，

声明作废。

●海阳市金日物资再生有

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

本）遗失，鲁交运管许可烟字

370687215204号，声明作废。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王汝林）近日，
牟平团区委举行“青聚牟平 挺
膺担当”纪念五四运动105周年
暨建团102周年主题活动。

活动中，播放了五四专题宣
传片《好“young”的牟平》，现场
精彩的节目引得掌声不断。

活动现场，表扬了“五四优
秀共青团干部”“五四青年岗位
能手”等六类48名优秀典型代
表，鼓励他们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挺膺奋斗，勇往直前。现场

还展播了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
局巡警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张
泽林、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办主任陈涛、七色光未成
年人康复中心团委副书记舒涵
莹的青年典型事迹，生动形象地
展现了新时代牟平青年奋发进
取、青春建功的精神风貌。现场
发布了牟平团区委2024年青年
发展友好项目。团区委将进一
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整合青
年资源的好平台、宣传青年正能
量的传声筒。

本报讯（通讯员 王霞）为
弘扬五四精神，激发青年的社
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5 月 2
日，福山区门楼街道富丽社区
发动社区青年人与辖区困难家
庭、人员开展“一对一”青年志
愿帮扶活动。

在社区前期对辖区内独居
老人、孤儿、残疾人和退役老兵
等困难群体摸排梳理的基础上，

富丽社区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
了一系列公益活动，并开展了结
对帮扶活动。根据青年志愿者
的特长优势和困难群众的需求，
分别从卫生保洁、上门送医、技
术帮扶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结成
帮扶对子，鼓励辖区青年在工作
之余定期为帮扶对象提供关心
关怀及志愿服务，以青春之力为
社区治理赋能增色。

这是一个农村孩子的励志故事——

爷爷奶奶的托举让他看到世界
长大后他带上爷爷奶奶看世界

这是一个农村孩子的奋斗故事，很暖。
他从农村留守家庭走出来，一路读到硕士研究生，有了多项科研成果，拿到国家奖学金后，他带上76岁

的爷爷奶奶坐上高铁前往北京，圆了二位老人想亲眼看看首都的梦想。
他说，是爷爷奶奶的“托举”让他看到了世界，现在，到了他带爷爷奶奶“看世界”的时候了。
这个励志又温暖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专硕（烟台专项）研究生张立生身上。

福山区富丽社区凝聚青春力量

“一对一”志愿帮扶困难群众

牟平团区委举行纪念五四运动105周年暨建团102周年主题活动

青聚牟平 挺膺担当

爷爷奶奶的“托举”，让他看到了世界

今年24岁的张立生，来自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一个
典型的农村留守家庭，父母不在身边，从小随爷爷奶
奶生活，他的童年记忆与田间地头紧密相连。乡村的
每一寸土地、每一株水稻、每一座瓦房、每一缕炊烟，
都是童年的背景色。

深植乡土的底蕴，激发了他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
探索。“读书是最好的出路。”生活在农村的爷爷奶奶
用最质朴的方式——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为他打开
了一条用知识通往世界的路。

从村口小学到乡镇初中，再到县城高中，直至步入
中国农业大学就读研究生，张立生的视野通过教育的阶
梯逐步拓宽，前行的每一个脚步，都浸润着爷爷奶奶的
辛劳、支持和期望。从嗷嗷待哺的婴幼时期，到牧牛刈
麦的孩童时期，再到求学的书生时期，二老在本该颐养
天年的迟暮时光，将全部心血都付诸于他身上。

“我是站在爷爷奶奶的肩膀之上，才得以眺望远

方，领略不一样的风景，感知不一样的世界。”张立生
说，每次回家，他总是同爷爷奶奶分享所得之物、所识
之人、所历之事、所见之景，用自己的眼睛带他们感受
外面的精彩。随着年龄的增长，让爷爷奶奶亲眼看看
他们口中的首都北京这个念头愈发浓烈。

为二老圆梦，亲眼看看首都

带上爷爷奶奶“看世界”，张立生一直在为此努力。
因资金有限，愿望未能即刻实现，直至张立生研

二上学期荣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后，这个时机来了。
在本科及研究生的6年间，他凭借自身的努力，依

靠奖助学金和勤工俭学自力更生，承担起了自己所有的
生活费用，除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来解决学费与住宿
费之外，张立生仅在大一入学之初从家中拿过3000元。

回想起小时候，爷爷奶奶一年耕种收入不过6000
元，已近古稀之年的爷爷更是为了家庭生计，迫不得已
舍弃耕耘40载的土地，背井离乡、外出务工。那份沉重
与无奈深深触动着他的心弦。从那时起，他便暗下决
心，要用自己的方式分担家庭重担。初二时，他第一次
通过采茶挣来20元钱，初中毕业后每年暑假打工
赚钱补贴家用。

这一次，他带着爷爷奶奶到达北京后，游
览了故宫、天安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等景点，并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
人。看着爷爷奶奶新奇欣喜的眼神，
张立生的心被幸福感填满。他说，这
一刻，自己不再是代替爷爷奶奶看世界
的“眼睛”，而是让他们亲自感知世界。

三代为农，他仍会奔跑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张立生说，“三代为农”，既是他家庭的时代烙

印，也是他个人奋斗的动力源泉。从祖辈“农民”，到父辈
“农民工”，再到他成为“农业高校大学生”，家族的三代
人，始终与“农”字紧密相连，而怀揣着“三农”情怀的张立
生，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条主线更加丰富多彩。

在中国农业大学深造期间，张立生深受“解民生
之多艰”的校训熏陶，深入研究“三农”问题，跟随导师
参与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城乡接合部人口倒挂地区
综合治理”调研，撰写完成北京市发改委关于城乡接
合部村民自建房屋趸租治理的课题调研报告。同时，
他还跟随导师参与北京市发改委“疏整促专项行动典
型案例、工作经验梳理分析与对策建议”项目。此外，
张立生在校期间不仅荣获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还
获得了硕士一等学业奖学金和校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张立生目前的入职意向是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农
村局，即将成为一名致力于乡村振兴实践的“三农”工
作者。他表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会继续挥洒汗
水，继续奋斗在农业农村战线，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
他的精彩“农”事。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王玉婷

摄影报道

张立生张立生

张立生带爷爷奶奶来到首都北京张立生带爷爷奶奶来到首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