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岁的付德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百
货店店主，她没上过几天学，字也认识
不多，但是她却非常喜欢“听”齐鲁晚
报，她的外孙女每天放学回家都会给她
念念齐鲁晚报上的新闻。

付德英告诉记者，他的外孙女上4年
级了，每天放学后都会来她家写作业。写
完作业后，就会拿起一份晚报读给姥姥
听。“我虽然不识字，但是我的外孙女每

天都会给我读晚报，他一边可以认字，我
也可以听听日照发生的事。”付德英说。

第二天，一些邻居来店里串门，有
时候也会谈论些报纸、电视上说的新
闻，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说说，“因为外
甥昨天给我读晚报，很多事我早知道
了。”付德英说，“虽然我不识字，但是我
照样喜欢看晚报，从报纸上我也能知道
很多事情。”

20年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
暑，56岁的刘贤秀都会赶在上班时间
之前，早早出摊售报。

“齐鲁晚报创刊时，我就关注这
份报纸，我是比较早的售卖这份报纸
的卖报人之一。”20多年，一直坚守着
这份职业。

刘贤秀告诉记者，在众多报刊
中，齐鲁晚报的发行员是送报最早
的，不管刮风下雨，一天都没有耽误
过。

“人家送报这么及时，我要是出
摊晚了，报纸卖不出去，我感觉对不
起那些起早贪黑的小伙子们。”

因此，为了把报纸都售完，刘贤
秀每天都赶上班之前出摊，一天也没
有耽误过，刘贤秀说：“来这买报纸
的，大多都是上班过路的人，要是自
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人家来两次扑
个空，以后就不来了。”

所以我每天为了卖报，我都逼自
己早起，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为卖报，早起赶上班时间
摊主：刘贤秀 56岁

报摊位置：正阳路与山东中路交汇处

荣生祥的报摊前，每天都会聚集
三五个人在这里免费看报。看完报纸，
他们会整理好，再放回原处。

荣生祥告诉记者，自己经营小超
市10年时间里，一直是诚信经营，“我
从来不强买强卖，这些老读者，只要他
们不说买报，我就免费让他们在这里
阅览。并且为他们提供马扎。”荣生祥
说，“这几年，光马扎就坐坏好多个
了。”

“齐鲁晚报的服务非常好，送报及
时，每天都是最早的一份报纸，也是销
量最好的报刊。”荣先生的媳妇王均红
补充说。

荣生祥说，我们卖报人在读者与
报纸之前，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免费
为市民提供报纸阅览，也是希望能为
这些老读者提供一个免费读报的平
台，这样我觉得我的这份工作是非常
有价值和意义的。

免费提供报纸给市民阅览
摊主：荣生祥 39岁

报摊地点：南王家村荣昊超市

8日，记者来到滕兆峻的报摊时，
她正坐在椅子上，唱着《红灯记》，清脆
的歌声，跌宕起伏的旋律，铿锵有力。

由于藤阿姨诚信经营有亲和力，
加上摆摊地理位置优越，她的报摊总
是人流不断，一天能卖20余份晚报。

“晚报经常不够卖的，但是进多了又怕
剩下，一般都让欠着点。”

正在交谈时，藤阿姨突然拿着一
份晚报，走向了另一边，将晚报递给了

一位年纪相仿的老大爷，拿着5毛钱又
走了回来。滕阿姨说：“这位是我的老
订户了，经常会从我这那晚报，现在这
些顾客，买什么报纸我都熟记于心了，
看到他们来我不用问，就知道他们要
什么了。”滕阿姨说完又哼起了小曲。

“唱歌、跳舞、卖报纸，是我今生
最喜欢干的事，等再过两年，我就不干
报摊了，天天出去唱歌跳舞。”滕阿姨
对于今后的生活满怀期待。

老客户要什么报纸都熟记于心
摊主：滕兆峻 60岁

报摊地点：东港区政府广场

1日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
会。

△日照市防御第9号台风“苏
拉”和第10号台风“达维”紧急会议
召开。

2日 日照市妇女儿童工作会
议召开。

△日照市召开对台工作领导
小组扩大会议。

△日照市召开日照市党政机
关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

△日照市召开仲裁委员会换
届大会。

3日 日照市夏季文化市场集
中整治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6日 省人口计生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读书会在日照市举行。

7日 2012中国 日照太阳文
化研讨会在日照市举行。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
秀美术作品展日照市预选展开幕。

△日照市经信工作座谈会召
开。

9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13日 省文化厅理论中心组

读书会在日照市举行。
16日 日照市卷烟零售户致

富工程暨百县“泰山”联谊活动推
进会议召开。

22日 日照市残疾人事业工
作会议召开。

△第三届淮海经济区质量技
术监督合作论坛在日照市举行。

24日 市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
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日
照市畜牧业发展情况

△日照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
贯彻落实《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电视
会议。

25日 市委举办理论学习中
心组读书会。

27日 日照市防台风工作会
议召开。

28日 全省蓝黄“两区”建设
工作座谈会在日照市召开。

29日 市委召开日照市领导
干部会议。

30日 全省工商系统纪检监
察工作座谈会在日照市召开。

日照这三年
(2012年8月)

城 记

外甥读晚报给姥姥听
摊主：付德英 62岁

报摊地点：枣庄路鑫鑫鲜花水果百货店

郑娟是一位性格开朗，十分热
心肠的大姐，在海曲西路合村市场卖
报已有4年的时间。每当有市民来买报
纸，她都会跟他们攀谈上一会。

郑娟不光卖报，自己也喜欢读报。
“没开报摊前，家里就订阅齐鲁晚报，
晚报信息量大，内容也权威，最重要的
是服务态度也好。”

“每天看晚报已经成为了习惯，一
天不看，连星期几都不知道了。”郑娟

说，昨天有个邻居来闲聊，一唠就是一
中午，就没有看报纸。后来临走时，他
问我今天星期几啊，我是怎么都没想
起来，后来又拿出晚报来看了看才知
道。

“现在读报纸的青年人越来越少
了，但是我觉得这份传统不能丢，报纸
作为一个文化产业，我认为应该发扬
光大，子子孙孙无穷尽。”郑娟说。

本报记者 辛周伦

不仅卖报，每天都会看齐鲁晚报
摊主：郑娟

报摊位置：海曲西路合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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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作成，男，61岁，日照火车站西侧的报亭卖了9年报纸
了。9年来，小小的报亭守着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们，为行人
提供帮助，而申大爷也日日月月守在报亭，《齐鲁晚报》陪他
度过了报亭时光。

申大爷自从卖报纸以来，每天上午7点就到报亭来，下
午6点回家，夏天的时候会晚些。每天早上，申大爷总是一边
看着新一期的《齐鲁晚报》一边照看生意。申大爷说：“《齐鲁
晚报》新闻好，年轻人天天看手机，我们就看《齐鲁晚报》！”

每天上午八九点钟到下午四五点，申大爷的报亭周围
总是聚集着一群看报纸的退休老人，一起谈论身边新闻，家
常琐事。“有啥事都看《今日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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