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4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蔚晓贤 组版：郭晓妮T08

见证
首推公务员旁听

4月，在当年的公务员面试中，潍坊
市将向社会公开邀请8名来自不同行业、
阶层的人员旁听，以使社会各界了解、监
督公务员的录用过程。这是潍坊市首次
推行公务员面试旁听制。

汶川大地震牵动鸢都市民
5月13日，潍坊市委、市政府得知四

川汶川发生7 . 8级大地震的消息后紧急
向四川灾区捐款100万元，一些市民和单
位也主动把捐款捐物送至相关部门，或
通过其他方式表达爱心。

台湾商业区“生逢吉时”
7月，山东省(潍坊)台湾商业区获省

台办正式批复，成为全市首个、全省第二
个省级台湾商业区。该园区将作为台湾
现代服务业企业的投资载体，承接台资
现代服务业项目落户。

经潍动车组列车又增4对
8月1日，胶济线将新增五对动车组

列车，其中四对经停潍坊。自8月2日起，
胶济线所有列车将执行新的时刻表，济
南、青岛发往北京的动车组列车将改行
京津城际铁路，至北京终点站将改为新
建的“亚洲第一站”——— 北京南站。

福寿街迎来“光明”
10月，福寿街安装路灯范围自北海

路至西外环，全长十余公里，累计将安装
536盏路灯，预计投资为800万元。路灯处
技术人员说，此次安装的路灯灯杆高14

米，全部是高效节能的LED光源，和普通
路灯相比节电至少30%，而且照明效果
也远比以往的路灯好。

首条自行车车道亮相
10月，潍坊首条自行车专道建成，这

种做法在潍坊市区尚属首次，在山东省
内也不多见。有了这条专道之后，自行车
就可以从主车道上分离出去，能大大降
低事故发生率，保证骑车人的安全。但
是，很多骑车的市民尚没有意识到专道
的意义。另外，一些私家车随意停占在自
行车专道上也造成其作用难以发挥出
来。

南下河市场限塑
11月25日，在潍坊市南下河农贸市

场内，业主们正在购买印有“南下河市
场”及食品“QS”标志的塑料袋。从当日
起，南下河农贸市场正式限塑。

潍坊博物馆免费开放
12月20日,潍坊博物馆正式开始向社

会免费开放。市博物馆作为城区重要的
文化阵地 ,向社会免费开放被列入了当
年市政府为群众办的十件实事、好事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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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一个春节，本报
记者前往北川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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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民生收获真情

这些年，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才缩短了心与心的距
离；住在农家的炕头上，收获的才不只是建议。我的脚下沾有多少泥土，我的心
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的记者”，是最幸福的事。

穿越五省体验“千里送菜”
一路颠簸收获的不只是稿子

为进一步提升“走转改”的报道质量，
齐鲁晚报对走基层栏目进行了全面提升，
推出“民生万里行”系列大型策划。“千里送
菜”正是这组策划的一部分。潍坊记者站两
名记者李涛和孙国祥搭乘一辆大货车，从
寿光到银川，冒着严寒，昼夜不停，行程
3000里，写出了一些精品。在行走当中，不
但增长了见识，还对自身职业的认知有了
进一步提升。

从抢到采访任务后的忐忑心情，到货
车出门就发生故障的出师不利；从第一次
经历在放杂物的床上休息，到被货车司机
现实版爱情所感动。两名记者一直在努力
体味着。

因为是第一次担负重大采访任务，两
名记者害怕写出来的稿子不合家里人的
意，就像先把稿子写出来，好让编辑及时指
正，记者也好调整或补充采访。

从12月20日下午开始写稿子，一直写
到凌晨；第二天凌晨四点起床继续写，写到
上午九点。写出来之后，记者又进行了多次
调整采访，不断补充相关细节。

1万多字的稿件加上1000多张的照片
正是这次银川之旅的收获。一路的颠簸总
算没有白费，两名记者辛苦采访来的内容，
被完美地展现在报纸上，呈现给读者。“千
里送菜”连续两天共做了四个版。这次采
访，无论是对记者还是对编辑来说，都是一
次难得的业务锻炼和提升的机会。

四年营销秀，赢得无数读者

让花朵多经历一些风雨

时至今日，齐鲁晚报·今日潍
坊的营销秀活动已经连续四年，
在潍坊打响自己品牌的同时，也
赢得了无数小读者。

每期活动，都有三四百名学
子踊跃报名。本报也会专门请来
专家和前辈们传授营销经验，并
且为每位学子赠送30份《齐鲁晚
报》作为启动资金。

1 6天的“暑期营销秀”征
程，让这些生活在温室中的花
朵，体会到了挣钱的不易，收获
着辛勤劳动的喜悦。在这 1 6天

中，他们将用汗水、智慧和耐
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从2008年暑期开始，每年的
营销秀都会迎来许多新面孔，当
然也有很多“元老”级选手。谭
新敏连续三年都报名参加营销秀
了，通过暑期营销秀活动，她提
高了耐心和信心，锻炼了理财能
力，学会了宽容和理解，知道了
辛苦，也提高了抗挫折能力。
“要正视挫折，正确地认识这些挫
折，也会成为前进的动力。”

暑期营销秀活动的主题就是

“改变自己”，可以让孩子们锻炼锻
炼，亲身感受卖报的乐趣，赚钱的
艰辛，体味一下父母养家的不容
易，让他们体验社会，在实践中受
教育、实践中长才干，培养他们“团
结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对孩
子们的成长非常有益。

从2008年暑期开始，本报已
经组织了四次暑期售报学营销活
动，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好评。
通过营销秀，家长真切地看到了
孩子的改变，变得更加自信、自
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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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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