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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新闻 A07

您的孩子是电脑设计高手吗？想不
想跟全国的孩子一起比比？那就来参加

“中国移动校讯通杯”第十二届全国中小
学校讯通专项电脑制作活动。

从现在起到6月20日，是全国中小学
电脑制作活动的作品提交阶段，通过网站
进行上传，不但可以参加比赛和评比，还
能免费体验校讯通。

晚报记者 祁京

全国性学生电脑制作比赛
今年，中国移动与中央电化教育馆共同举

办了“‘中国移动校讯通杯’第十二届全国中小
学电脑制作活动”，现在征集校讯通专项作品初
中和小学参加的是“电脑绘画”，高中组参加的
是艺术设计。

高中参加的是“电脑艺术设计”，比如电脑
艺术设计、电脑动画（二维）、电脑动画（三维）、
网页、程序设计。

按照活动规定，作品容量要求在 5MB 以
内。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本次专项比赛活动将历时两个多月，分为

两个阶段。
2011年 5月 10日~6月 20日征集的“‘中国

移动校讯通杯’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
活动”“校讯通”专项制作作品，作品内容应以

“校讯通”为主题，反映“校讯通”的应用服务与
“校讯通”主题无关的作品不在作品征集范围之
内。

5月 20 日~6 月 10 日，将开放常规作品征
集。可以校园生活、我的网络生活等为创作
内容。

参加活动免费体验校讯通
现在电脑制作活动正在作品征集阶段。

参赛学生可于 5月 10日~6月 20日通过活

动 网 站（http：//www.huodong2000.com.cn）和

“校讯通”主题网站（http://hd2000.jiaoyu.139.
com）进行网上报名并上传参赛作品（JPG格式

展示文件）。

其间，中国移动将为参赛并尚未使用校讯

通业务的学生及其家长和指导老师免费开通

“校讯通”手机业务（仅适用于中国移动手机用

户，免费体验期截止到 2011年 8月），及时提供

相关参赛信息。

活动奖励是考试加分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是唯一纳入高考

保送范围的国家级信息技术竞赛活动，按照规

定，凡高中阶段获得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一、二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获得进入高校

学习的保送资格或在该考生统考成绩总分上最

高增加20分投档。

校讯通让您免费体验
如果您的孩子参加电脑制作活动，您又没有

开通校讯通，移动会免费让您体验这个业务。

校讯通应该是家长、老师和学生最熟悉

的交流平台了，每天孩子的表现、学校的通

知、老师布置的作业，都会按时发送到家长的

手机里；和老师交流，和孩子互动，也靠校讯

通的帮助。

到去年 5月底为止，郑州校讯通家长用户

达40万余人，全市使用校讯通业务的中小学校

已经有 500多所，校讯通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移

动信息化产品发展到了引发新师生关系、家校

关系变革的关键性平台。

您的孩子是电脑制作小专家吗？
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专项电脑制作活动开始了

参加比赛，还能免费体验移动校讯通

为不负委托，本报艰难寻人
学校里打听、动物园里贴启事

为了帮远在南京的邵先生完成“一个简单的心愿”，昨天，我们先与邵先生曾就读的郑州轻工
业学院取得联系。

轻院校报编辑部的冯老师热心地帮我们查找很久以前的报纸。
遗憾的是：因为存档最早的报纸合订本是1995年的，老编辑也都退休了，没能找到相关信息。
随后，我们又联系到郑州动物园，请他们帮忙找找当时的老职工，看老人们对这件事有没有什

么印象。
动物园方面很是支持我们的寻人工作，立即在动物园内贴启事寻人。

“我们已经贴出来一个消息了，请职工和家属相互问问，看有没有记得的。”动物园的李主任说，
时隔21年，老职工很多都已经退休了，要找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我们这边再问问，尽量帮他找到。”

本报热线接到好消息
“我就是当年被救的那个男孩”

正当我们焦急地等待动物园方面的消息时，本报热线67659999接到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
“我就是当年被救的那个男孩！”昨晚 7点 14分，崔先生打来电话，“今天晚报说的人就是我

啊！”说话的时候，崔先生有些激动。
“当时太小，我不太记了，但是父亲跟我提过好几次这件事儿。”崔先生叫崔永浩，今年24岁。

“小男孩”讲述21年前往事
去找小伙伴玩，在湖边倒着走，就

掉进去了
崔先生说，听父亲讲，当时他 3岁，那天要去找小伙

伴玩耍，“当时我是在湖边倒着走的，就掉进去了”。
崔先生今天看到晚报报道后，就回去问父亲，父亲非

常确定报纸上说的人就是他。
“我赶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老崔先生说，当天

他听到儿子落水的消息，急匆匆赶过去，发现儿子已经被
救起来了，听在场的人说，救人的是个学生，只知道是在
郑州轻工业学院上学。

“小男孩”父亲回忆
始终没见到救儿子的人，成了一

个心结
老崔先生回忆说，当时他凭着这一点线索找到了学

校，并送了封感谢信，但并没有见到邵先生，也不知道他
的名字和院系。

老崔先生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后来托人打听但始
终也没有找到人。

多年来，这成了老崔先生的一个心结。

当年被救的小男孩拨打本报热线

“今天晚报说的人就是我啊”
小伙儿现在在动物园当饲养员，这些年来一直在找救命恩人

“我过得很好，不需要邵先生的帮助，很想向他表示感谢”
南京邵先生发短信感谢本报，“知道孩子生活不错，我很放心”

昨天，本报A07版刊
发 了 南 京 邵 先 生 的 故
事。1990年，当时还在郑
州轻工业学院上学的他
在郑州动物园救过一个
落水的小男孩。

21年过去了，当年那
个小男孩让邵先生念念
不望，于是求助本报寻找
当年的小男孩，看看孩子
过得如何，如果是上学或
者创业遇到经济上的困
难可以帮助他。

昨天晚上，读者崔先
生打来电话说：“我就是
当年被救的那个男孩！”

晚报记者 张璇

“小男孩”心里话
“这件事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我”，尽力帮助人
“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听说这件事儿了。”崔

永浩说，这些年来父亲多次提到，他也一直想找
到当年的救命恩人。

2002年、2003年、2004年，他到郑州轻工业
学院去查找询问过，但都没有结果。

之后，崔永浩去当兵了，回来后就一直在动
物园工作，现在是一名饲养员。

“这件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崔永浩说，
这些年来，遇到有困难的人，求助的人，他都会
尽力帮助对方。

“我想给他打个电话，我们一家都很想谢谢
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崔永浩说，他现在过
得很好，不需要邵先生的帮助，但很想向他表示
感谢。

南京邵先生给本报发短信
“孩子找到了，就是他，我

很开心，谢谢你们”
“孩子找到了，我很开心，谢谢你们，刚刚我

们已经通过电话了。”昨晚 7点 40分，南京的邵
先生给记者发来短信。

“我确定是他，因为还有一些细节，我问了，
能对上，所以能确定。”邵先生说，听到崔永浩生
活得不错，一切平安，他很放心。

“刚才打电话也讲了，他们一家人都很好，
如果什么时候来南京，我负责接待，我们一定要
见一面。”邵先生说，“我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
的缘分。”

“我刚才也听说了，已经找到他了。”昨天晚
上，动物园的李书记说，消息贴出来后，有些老
职工回忆了当年的事，后来听说找到了老崔先
生一家。“小崔人很好，对这儿很有感情，小伙子
非常不错，从部队转业就来了，现在在做饲养员
的工作，非常能干。”

“有机会我一定会带着我的家人到南京，当
面感谢他。”崔永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