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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开
办的栏目。

“我来评报”欢迎您对每
天最感兴趣的报道进行点
评；“纠错”栏目也欢迎您对
报纸的错误及时指正探讨；

“公民记者”栏目里，欢
迎您把随手拍下的照片或发
现的线索、对烟台社会现象
的意见发给我们，希望每一
期都有来自您的报道。

以上内容，可通过发送
邮件至jrytdz@163 .com或发送
短信至15963503817 .

每个月我们都将选出
“金牌读者”并赠送全年报纸
一份！快来参加哦。

“新闻报道员”扈刚：

若若八八十十岁岁还还能能投投稿稿，，多多幸幸福福

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在幸福社区医院正对面的公
厕旁，一把伞为一对夫妻俩撑起
了一片天。大风中，妻子忙碌的卖
着报纸和烟、水、饮料，丈夫认真
的给客人配着钥匙，两个人各自
忙着各自的事情，却让人看着十

分恬淡美好。

摆摊卖了8年《齐鲁晚报》

“我们在这里摆摊
已经8年了。”丈夫黄勇
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开
始摆摊就一直卖着《齐
鲁晚报》，如今《齐鲁晚

报》也已陪伴他们近8个年
头了。“不光卖报纸，也爱看

《齐鲁晚报》。”黄勇指着一边的

《齐鲁晚报》说，每天报纸来了，
上面报道的新鲜事他都要先看
一遍。

说到《齐鲁晚报》，黄勇夫妻
俩很是亲切。“看这个报架子，就
是《齐鲁晚报》给我们送来的。”黄
勇走到报架旁，用手轻轻地拍了
拍，笑了。

黄勇说，自己的地方很小，报
纸摆不开，还经常被风吹雨淋的。

“报架来了，现在挪动起来也特别
方便，报纸不容易被风吹散了。”
黄勇的妻子，杨大姐一边说着，一
边从架子上拿下一个大架子，给
我们演示着。

不管春夏秋冬，黄勇夫妻俩
从未间断过卖《齐鲁晚报》。今年
夏天的太阳尤其的毒，两口子天
天顶着个大太阳忙活着，就连身

体强壮的黄勇也热得够呛，两个
人各起了一身痱子。“那时候《齐
鲁晚报》专门来人给我们送了把
大伞，还帮我们撑起来。”杨大姐
说着，脸上乐开了花，“我现在一
看见你们的人，就觉得特别亲
切。”杨大姐捂着嘴笑着。

冬天，他们义务清扫公厕周边雪

“我们在这里卖报纸，就是
给大家提供个方便。”黄勇说，很
多人东西落在附近，他们都会帮
忙收好，等失主回来取。“手机都
捡了五、六块了。”黄勇笑着说。

一次附近的居民过来买东
西，黄勇找钱的时候多找了他十
几块钱，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说
起了这件事。让黄勇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说：“是你多找了钱，又

不是我拿你的钱。”这样的言语，
让黄勇觉得心寒，他说，那时候他
突然感觉，能给别人提供一点方
便，别人高兴，自己也有幸福感。

冬天晚上下过大雪后，早上
报摊附近满满的全是积雪，杨大
姐就自己拿起扫帚把周围的积
雪全给清理了。住在幸福十七村
五年多的吴阿姨称赞说：“每年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旁边公厕的
积雪他们两口子早早的就清理
干净了，给附近的人带来不少方
便。”

黄勇每天上午去上班，下午
过来跟妻子一起忙活，还在报摊
上做起了配钥匙的活，“基本上每
天都会有人来配钥匙。”黄勇开心
地说，现在的生活撑不着，也饿不
着，但是一家人过得很踏实。

读者故事

读者 林波

我是《齐鲁晚报》的热心读
者。上月的一天，我在一中坐一
路公交车去市里，上车后却发现
没带零钱。我就问司机：“我这只
有整钱没有零钱怎么办？”正在

此时，一位中年女士主动说“我
这有零钱”，随即起身把一元钱
塞进投币箱里。我当时的尴尬一
下子解除了，我问那位女士的地
址电话，想以后联系还给她钱，
她笑着说：“一元钱没啥事，谁还
没个为难的时候。”我当时感动
不已，心里默默的想着：咱们烟
台不愧为文明城市。

十月三十日上午，我从红利
市场出来时，一辆满载货物的唐
山货车停在我的面前，司机问
我：“去滚装码头怎么走？”我一

听，心想码头在西头，大货车怎
么跑到人多车多、繁华的北大街
来了？这条街交警是禁止大货通
行的。一问之下才知，司机按照
导航，把“烟台港”误认为“地方
港”了。

起初，我跟司机讲了该怎么
走，一转念考虑到他们人生地不
熟，在闹市区边停车边问路，存
在安全隐患。我联想到上月那位
中年女士掏钱替我交车费这件
事，随即决定亲自上车领他们去
目的地。

行驶到烟台港，他们俩又提
出，是否在客运站进港？我也迟
疑了，随即下车帮他们询问，结
果不对；继续西行，直到火车站
西向北转的桥洞口处下车，并告
诉他们走到桥洞北头向西直达
环海路滚装船有限公司大门。车
上两位唐山司机感激地说：“你
们烟台人太实在、太热情了。”

写下这些跟读者们分享，既
想分享我的感动，也想跟大家共
勉：冬天快到了，传递下温暖，这
个城市就不那么冷了。

传传递递下下温温暖暖，，这这个个城城市市就就不不冷冷了了

读者来信

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曲晓芳

“我1998年开始看《齐鲁晚报》
的，当时还是3毛钱一份。”读者扈
刚回忆着。

1982年入伍到沈阳军区，后
来调到了团委政治处的宣传部门
做新闻报道员，平日里有了灵感，
还会写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诗，扈刚亲切的把它们称作“枪杆
诗”。提起曾经部队里的生活，扈
刚有说不完的话。

部队里的新闻报道员

1982年刚到新兵连的时候，
扈刚几乎没带别的，两大旅行袋
里满满的全是书。“平时有时间就
去书店买书，一买就是一大摞。”
扈刚笑着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
书店里认识了沈阳当地朝阳文联
的编辑”。书信联系中扈刚经常把
自己的创作寄过去，慢慢的，《朝
阳日报》和朝阳文联的杂志上就
开始登出了他的稿子。

在连队的时候，扈刚就负责
新闻报道，每天背的绿色军包里
都会装很厚的一沓16K的白色刀
切纸。“那个绿色的军包，我到现
在都还保存着呢！”扈刚骄傲地
笑着说，当时一有时间就从包里
拿出纸来写一些报道，比如，车
场里的好人好事、队里的技术模
范、换季标兵；有时候还会写一
些散文诗，《迷彩服》、《高射机
枪》等等。

“当时队里广播站的小王每
天都会播出几篇稿子，我就一天
过去送一沓，天天如此，说老实
话，真的挺积极的！”扈刚表情认
真地回忆着，当时一共有十几个
连队，其中7连有一个小战士跟扈
刚一样，也写一些类似的稿子，“7

连这个小战士跟播音员小王关系
好啊，稿子总是播他的比我多。”
此时的扈刚，笑得像个孩子一样。

退伍的时候，扈刚往家里寄
了两大麻袋的剪报，“当时的大麻
袋一个能装200斤大米，里面装的
全是我发表的和我喜欢的文章的
剪报。”扈刚用手比划着说。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人生

“当时挺幼稚，觉得入完党就
没事了，想回家自己做点事去。”扈
刚淡淡地说，退伍以后在粮食系统
里做团委书记，平日里做一些报
道，也还在继续写诗，不过那时的
诗基本上都跟粮食有关系了，像

《国徽上的金麦穗》，当时已经会在
《大兴安岭日报》上登稿子了。

“后来从粮食系统下来后，很
多年都不如意。”扈刚说，当时很

懊悔，一起入伍留在部队里的战
友都已经四颗星了，军衔几年也
都上去了，自己却还是平平淡淡。

“但是现在想开了，一个人有一个
人的人生，不要重复。”扈刚坦然
地笑了。

来到烟台后，他又在于水五
金做了一年多。就在一年前，扈刚
在仓库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腿部
受了伤，髌骨粉碎性骨折。在家修
养的日子里，他一直靠看《齐鲁晚
报》打发时间。“看多了就会想写
点评论，投个稿子什么的。”扈刚
笑呵呵地说，妻子鼓励他学着上
网写邮件发稿子。“去年年底的时
候才开始学着写电子稿，现在打
字还是比较慢。”扈刚谦虚地说，
对自己还不够满意。

“《齐鲁晚报》对我启发挺大
的。”他说，如果不是受伤了，也不

会有时间给《齐鲁晚报》投稿，更
不会有机会成为齐鲁晚报的“金
牌读者”。对于以后的工作，扈刚
笑了笑：“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
并不需要赚很多钱，但是一定要
做的很快乐！”

“如果等我80岁的时候还能
继续给你们《齐鲁晚报》投稿子，
那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扈刚
乐呵呵地说，不一定非得那么装，
实实在在地写稿子，就挺有意思
的。每当看到自己投上来的稿子
发表了，扈刚就会多买一份，自己
收藏起来。

“每次看报纸看到意犹未尽
的时候，就想写个评报或者补
充。”扈刚捂着嘴笑着说，稿子都
很小，但就是尽一份心。

“能做个填缝剂我就很满足
了！”

扈刚当选本报的“金牌读者”。在部队当了通讯员多年，退伍后他又成了本报的读者通讯员。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我来评报

落叶是宝

前几天报纸关注“落叶”
的问题，这是一个充分利用资
源的大问题。

我对树叶有特殊的感情。
落叶一是可以烧火暖炕；二是
堆积腐烂积肥，是非常好的有
机肥料；三是做饲料，有些好吃
的树叶，粉碎后做喂鸡、鸭、猪
等的饲料；四是做中药，像银杏
树叶，还有些没经过化验，肯定
有的会提炼出很珍贵的元素。
民间传说桃树叶用醋泡后有很
好的止痒作用。五是有些树叶
可编集器皿，用杨树叶做盖垫，
还可以做些小物件做旅游产品
卖。我觉得只要开动脑筋，树叶
会是很珍贵的资源。

树叶的艺术价值也值得
发掘，比方“霜叶红于二月花”
的观赏价值，落叶可做黏贴树
叶画等等。

我曾听说过：日本从淄博
专门进口打碎了的瓷碗，回去
提炼一种东西。我们中国，地大
物博，对资源的利用尚需努力。

贵报对落叶的相关报道
很好，面对现实，提出问题，引
发思考，有可贵的引领作用。

读者 吕富苓

“找文哥”报道

让我落泪
《智障文哥走失，满城接

力寻找》一系列的报道让我着
急落泪感谢他的继父，对一个
智障继子，倾注了一份浓浓的
父爱。我在三马路住过，偶尔
见过他。没有想到，今天，他的
生死安危，牵动了全城。文哥
如果找到了，我一定要看看他
去。大家还不要放弃啊。

读者 肖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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