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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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看《小荷》版，
版面每期刊出的文章，我除
了认真阅读外，还都完整保
存下来给孙女看。《小荷》版
所刊登的小学生作文，生动
反应了学生心灵的亮点和成
长轨迹，我的孙女很受启发，
动笔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

《鲁滨逊漂流记》读后感。
《小荷》版对培养孩子的作

文兴趣和提高作文水平都有
帮助。感谢《小荷》版，为孩子们
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小荷才露尖尖角”，愿
《小荷》版越办越好，让她灿
烂无比，芳香四溢。

读者 刘吉训

读者评报

发发条条短短信信，，感感谢谢送送报报师师傅傅

在宫家岛路，李春华正骑
着流动报车热情地跟路边的
行人推荐着《齐鲁晚报》。

走近后仔细观察小报车，
设备还真是齐全：车上装有一
个大箱子，不仅可以放上足够
多的报纸，雨雪天里报纸也不
会被淋湿；箱子上面放了一提
烟台山齐鲁晚报读者专供水，
旁边的栏杆既起到了防护作
用，还挂上了报纸，把“今日烟
台 ”四 个 大 字 清 晰 展 示 了 出
来 。座 位 旁 边 装 着 高 高 的 铁
架，支起一把大伞就可以遮阳
挡雨了。

“下雨天除了有伞，站里
还给发了雨衣，特别贴心，让
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李春华
乐呵呵地说，站里的服务很周
到，报车每天晚上送回站里统
一管理，充满电第二天继续上
路，站里也一再嘱咐：路上一
定要注意安全。

家住宫家岛的赵大爷笑着
说：“每天出门在这周围溜达都
能碰上小报车，顺便买一份回家
看看，很方便啊！”虽然李春华只
做了三个月，但她的流动报车也
有了这样类似的固定客户，说到
这，她高兴地笑了。

读者故事

读者 周子元

认识《齐鲁晚报》是在十多
年前，当时真可谓一见钟情。后
来，随着不间断地阅读，感情越
来越深，以致成了每天不能不见
的朋友。

我之所以喜欢这份报纸，主
要是觉得与一些地方的晚报相
比，它更高端、大气、耐读，它非常

注重报道和评述一些国内外以及
省内的热点新闻，既有广度，也有
深度，读后颇有“足不出户，便可
纵览天下事”的感受。我尤其喜欢

“人文齐鲁”、“青未了”等版面，从
中获取了不少过去闻所未闻的历
史、文化方面的知识。

《今日烟台》创刊后，我觉得
报纸和烟台读者的距离更近了，
从此，读者每天都可以看到发生
在身边的重要新闻以及生活讯
息，大大增加了可读性和实用度。

我有个写作的爱好，年轻时
曾经做过“记编梦”，中学读书时
就常为黑板报写稿，上大学期间
被聘为校刊通讯员，这无疑为我
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后来，虽

因种种原因，梦想未能成真，我却
一直没有中断过笔耕生活。

令我高兴的是，不久前《今
日烟台》开设了人文版，这再一
次激发起我的写稿热情，很想在
晚年能借着这个平台散发点余
热。不过，现在的稿件都要用电
子邮件发送，而我年事已高，玩
不了电脑，这成了困扰我的一大
难题。原先能帮上忙的大孙女，
如今已去外地上学了，儿子工作
都很忙，我不愿麻烦他们。后来，
想到我家附近有个经营复印打
字业务的店，便去探听了一下。
觉得花钱多了点，心里不太情
愿。回家跟老伴一说，她语重心
长地劝导我说：“你一辈子就这

么个爱好，花两个钱能找到乐趣
就行，这么个岁数了，想开点
吧！”老伴的一席话，让我想通
了，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现在，我已发送了近10篇小
稿，“录取率”还不低。有一篇涉
及到福山的小稿发表后，当天就
有位当年在福山工作的老同事
打来电话，赞扬我没有忘记“第
二故乡”的旧情，给了我很大的
鼓励。

我是一个老烟台人，如果我
的小稿能让读者读后有所启迪
和感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花
钱发稿，乐在其中。作为晚报的
忠实读者和老朋友，我会继续努
力的。

读读报报发发稿稿，，乐乐在在其其中中

我是发行员

读者来信

名称：小心漂亮的“炸弹”
说明：媒体不断报道这种气球爆
炸、燃烧的新闻，家长可要认真对
待，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摄影：山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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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儿子做小报童的经历，申
国贤说，儿子刚开始做小报童的时
候她还不太放心，儿子也比较羞
涩，3天后才上道。

“不过这个活动对儿子来说确
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也提高
了他的交际能力。”申国贤说。上一
次儿子偷懒没有写作业，老师打来
电话跟她反映了这个情况，等儿子
回到家，申国贤告诉他：“老师打电
话给我了。”儿子立马朝向她，一本
正经地说：“妈妈我知道错了，以后
不会不写作业了，对不起妈妈，给

你丢脸了。”当儿子说到这的时候，
申国贤突然发现儿子长大了。

经过15天卖报的历程，她发现
效果很好，儿子也变得懂事了不
少。申国贤是一名驾校教练，每天
都要教学员开车，下班回家后经常
感到腰疼。儿子经历过卖报后，体
会到了出去工作的辛苦，看到申国
贤腰疼，就会赶紧拿出暖手宝，充
好电给她送过来，“他怕烫着我，还
专门用毛巾包好了。”她一脸幸福
地笑着说，卖完报纸后，儿子成长
了不少。

祖孙齐读《小荷》版

本报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曲晓芳

下岗工人李春华经朋
友介绍，到《齐鲁晚报》做
起了流动卖报的工作，每
天骑着报车在宫家岛路和
只楚路一带售卖，“客源不
固定，主要靠自己多问。”
李春华笑着说，她卖报也
有自己的秘诀，那就是先
看报再卖报，了解当天的
新鲜事后，向读者介绍。

卖报没有后顾之忧 哪里人多就到哪里卖报

李春华以前在工厂里做毛衫
加工方面的工作，每天工作8小
时，还经常加班，不光是累，也没
法照顾家里，“现在时间比较自
由，晚上也不用加班。”李春华说，
家人也很支持她的这份工作。

“以前上班就是少说话，多做
事，可卖报纸得多跟别人沟通。”
李春华笑着说，刚开始还有点不
太适应。性格温顺的李春华起初
不善交际，但她知道，要想多卖出
一份报纸，就要主动“出击”。

“有时候人家本来没想买，
我这么问一句有的人就买了。”
李春华说，慢慢的她变得善于交

际了，还经常跟读者们谈论报纸
上的内容，“一般我拿上报纸自
己会先看看，卖的时候先给他们
介绍今天都有什么事。”李春华
说，听到感兴趣的话题不少人就
会顺手买一份。

“现在哪里人多就往哪里
去！”李春华笑着说，订报纸的时
候会主动去客户家里多走动。

在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李春
华还听到了几个建议：希望《齐鲁
晚报》上的天气预报可以多预报几
天；在版块上，希望可以加个电视
节目预告的版块，方便读者了解每
个电视台正在热播的节目。

“宋站长，请帮我谢谢送报纸
的师傅，他特意用石头压着塑料
纸，怕报纸淋湿。”申国贤特意发来
信息表示感谢。“当我匆忙跑下楼
取报纸的时候，看到这一幕，心里
真的特别感动。”

申国贤说，投递员每天要送那
么多报纸，还能这么认真对待，真
的很不容易。以前在电视上看见国
外的报社竞争，为了避免报纸被淋
湿，在下雨天就会用塑料纸把报箱
盖上，从没想到，这样的故事竟然

会在她自己身上重现。
说到《齐鲁晚报》，申国贤很欣

慰地笑了，“报纸是我儿子做小报
童的时候得了三等奖赠送的。”申
国贤，自从看了《齐鲁晚报》以后，
就喜欢上了民生和话题两个版，很
多读者的问题也正是她想问的，她
觉得这是最贴近读者生活的。“虽
然网上也可以看到，但还是在报纸
上看更直观一些，信息也比较集
中。”申国贤笑着说，她很喜欢看这
份报纸。

送报细节服务，让她很感动

儿子参加完小报童懂事多了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齐鲁晚
报》是我儿子做
小报童的时候
得了三等奖赠
送的。”申国贤
笑着说，她很感
谢《齐鲁晚报》
办的这个活动，
让儿子成长了
很多，也让他们
一家人喜欢上
了《齐鲁晚报》，
又 被《 齐 鲁 晚
报》深深地感动
着。

读者申国贤
发来短信，感谢送
报师傅的细节服
务。（读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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