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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一一份份11998899年年的的晚晚报报珍珍藏藏了了2255年年
滨城区市民李建华是齐鲁晚报创刊时的通讯员，多次在晚报发表文章

从1988年1月1日齐鲁晚报创刊之日起，李建华坚持每天读齐鲁晚报，26年来没有一天间断过。家住滨城区北海花园的李
建华，今年53岁，是齐鲁晚报创刊时的通讯员，多次在齐鲁晚报上发表文章。“读一份报纸，知天下、晓滨州，了解各县区，关注
民生，惟齐鲁晚报莫属。”李建华说。

文/本报记者 王茜茜 片/本报记者 王晓霜

随口就能说出本报记者的名字

走进李建华家中，记者
刚做完自我介绍，李建华就
说，“哦，你就是王晓霜！我
知道你，你写的很多深度稿
子我都读过，你们报社还有
张牟幸子、王忠才，写的稿
子都不错。”被读者叫出名
字，是一个记者最荣耀的事
情了。

在交谈中，李建华告诉
记者，他收藏了一份1989年
的齐鲁晚报。泛黄的纸张，
被仔细折叠着压在本子里。
小心地打开，记者看到“齐
鲁 晚 报 ”报 头 下 面 印 着

“1989年12月24日”的字样。
“刚开始创刊的时候，

齐鲁晚报只有一张纸，四个
版面，而且还是夹在大众日
报里发行。”李建华说，当时

他在惠民地区滨州市委(县
级 )宣传部新闻科工作，读
报、采访、发稿是李建华每
天的必做功课。“读齐鲁晚
报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习
惯，2 6年来，我一天都没间
断过。”李建华说。

2006年，李建华的孩子
高考，为了更详细地了解高
考政策，李建华家中开始订
阅 齐 鲁 晚 报 ，至 今 已 8 年 。

“以前住的小区门前有一个
书店，我天天中午下了班先
往那里跑，就为了买一份齐
鲁晚报。”每当李建华外出
开会学习或考察时，总要挤
时间去报亭买份报纸。“好
像一天不读，就像缺了什么
似的。”李建华说自己是一
个地地道道的齐鲁晚报迷。

曾在齐鲁晚报头版发表过文章

齐鲁晚报创刊时，李建
华正在惠民地区滨州市委
(县级)宣传部新闻科工作，
曾 多 次 向 齐 鲁 晚 报 投 稿 。
1988年7月23日，李建华采
写的《记者冒雨救伤员》一
文刊登在齐鲁晚报的头版。

当时投稿大都是通过
邮局，为了保证时效性，事
发当晚，李建华在办公室用
手摇电话机先给邮局挂上
号，等待电话接通，一篇短
消息也写好了，第二天，这
篇报道就见报了。随后，李
建华又多次在齐鲁晚报上
发表文章。在一个泛黄的厚
厚的剪贴本里，记者看到了
李建华曾发表的全部文章。

文章被仔细地粘贴在本子
上 ，下 面 标 注 了 发 表 的 时
间。

据李建华还告诉记者，
在 齐 鲁 晚 报 创 刊 的 当 年 ，
1988年12月底，齐鲁晚报在
济南召开了创刊一周年全
省通讯员、读者座谈会，当
时惠民地区去了两个人，其
中就有李建华。“开了三天
会，给我们辅导了如何写出
符合晚报特点的新闻报道，
还与齐鲁晚报的领导、编辑
一起议报评报，只讲差在哪
儿，不讲好的。”李建华说，
当时，他写了一篇《晚报，犹
如春燕飞入百姓家》谈了自
己的看法。

最喜欢看“小鱼儿”社区版

“齐鲁晚报·今日滨州有
个栏目叫‘小鱼儿畅游社区
听民意’，那个版我很喜欢，
贴近生活，贴近市民。”李建
华说，“我最喜欢看民生新
闻，因为我觉得，只有沉入社
区、社会生活的新闻，才是好
新闻。”

对齐鲁晚报·今日滨州
的办报风格，李建华也提出

了中肯的意见。“晚报读者关
注的是身边的人和事，只有
把大题目做小，抽丝剥茧，抓
鲜活的新闻，关注民生动态，
才能越办越好。”李建华说。

26年来，李建华坚持读
报，从国家大事，到社区小
事，齐鲁晚报已经成为李建
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 ▲李建华珍藏的1989年12月24日的齐鲁晚报。

▲李建华向记者讲述他最喜欢看的齐鲁晚报版面。

阳阳信信读读者者乘乘车车55小小时时报报名名““市市民民记记者者””
截至目前，已有20多名读者加入了“市民记者”的行列

本报 1 2月 1日讯 (记者
李运恒 ) “我上午8点钟就从
家出发了，从流坡坞到阳信县
城 ，又 从 县 城 转 车 来 到 滨
州 。”为 报 名 参 加“ 市 民 记
者”，阳信县流坡坞镇的读者
陈树三坐了近5个小时的车来
到本报编辑部。截至目前，已
经有 2 0 多名读者加入了“市
民记者”的行列。

陈树三告诉记者，他是一
名小学保安，一直以来都很喜
欢看报、写作，对齐鲁晚报更
是情有独钟。“报纸上不仅有
自己喜欢的时政新闻，还能学
到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陈

树三一直有存报的习惯，遇到
比较重大的会议、事件都会存
报，现在家里的报纸已经有1
米多高了。

像陈树三一样到报社报名
“市民记者”的读者还有很多，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从事着不
同的工作，但他们都有一颗热
爱新闻写作、热爱齐鲁晚报的
心。

来自阳信县洋湖乡的台春
福自己做生意，每天的“必修
课”就是看报；来自高新区的王
庆伟是一名小学教师，多年来
一直坚持写作，还经常给各个
报刊杂志投稿；来自烟台的马

瑜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喜欢摄
影、读书，报名“市民记者”就想
体验摄影方面的报道；来自滨
北街道办事处的赵国勇也是一
名老师，他想体验参与一些教
育、旅游方面的新闻报道。

这次“市民记者”的征集
活动得到了很多读者的支持，
不断有市民打电话咨询或报
名。目前，来报社报名参加此
次活动的读者已经有20多名。

凡加入“市民记者”的读
者均可在报社采编人员的指
导 和 协 同 下 ，体 验 采 访 、写
稿、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
流程等工作，欢迎广大热爱新

闻的读者朋友们参与此次活
动。如果你也拥有一个“记者
梦 ”，那 就 赶 紧 来 报 名 参 加

“市民记者”活动吧。
征集要求：年龄 1 8 周岁

以上，行业不限，学历不限，
可随记者采访，品行端正、有
事业心、责任心、可单独写稿
者优先。

报名须知：报名者亲自须
携身份证来本报报社报名。

报名地址：黄河十路渤海
九 路 锦 城 大 厦 八 楼《 齐 鲁 晚
报·今日滨州》编辑部。

报 名 电 话 ：3 2 1 0 0 2 1 、
18654399035。

市南社区：

举办棋牌友谊赛
9支队伍27人参加

本报12月1日讯(通讯员
常慧 记者 王领娣 ) 11月
29日下午，市南社区在水利工
程处举办了“好邻居、好居民”
棋牌友谊赛，来自水利工程处、
造纸厂、黄金大厦、市服装厂、
种子公司等单位的9支队伍共
27人参加了比赛。

比赛每三人一组，实行淘
汰赛，三局两胜。每轮比赛结束
后，参赛队需重新抽签，再进行
下一轮比赛。最终将评出一等
奖1队、二等奖1队、三等奖2队，
其余未获奖参赛队伍将获得纪
念奖。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水利
工程处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平时大家都很爱打牌，社
区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非常
好，既能锻炼脑力还能促进社
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希望社区
能经常搞这样的活动。”造纸厂
代表队队长候佃信说。

市南社区张主任告诉记
者，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居民自
娱自乐，增加邻里关系，接下来
还将举行一系列比赛活动，比
如摄影、绘画等比赛。如果居民
有什么喜欢的活动，也可以提
出自己的宝贵意见，社区会认
真采纳。

爱心按摩进社区

11月28日下午，滨州职业
学院的青年志愿者联合胜滨西
区党员服务社，在滨南社区胜
滨小区的宜居广场举行了青年
志愿者爱心推拿按摩公益活
动。一下午的时间，志愿者共服
务小区居民100余人。“孩子们
都很有耐心，还给我们按摩，浑
身轻松了很多，谢谢这帮孩子
们。”今年68岁的吴女士高兴地
说。

本报通讯员 陈洁 本报
记者 王领娣 摄影报道

邹平西董街道 >>

促诚信计生落到实处

本报讯 西董街道计生办
以“阳光计生”保障诚信计生公
开公平，实行“政务、程序、对象、
监督方式、结果”五公开，保障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全面开展诚信计生工作，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积极营造宣传教育氛围，组
织计生专干进村入户，将政策法
规、优惠政策宣传到户，为群众提
供快捷、方便、温馨的服务；严格
规范依法行政工作，对广大计生
工作人员进行诚信计生教育，树
立计生队伍的良好形象，切实提
高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水平；以“健
康计生”满足诚信计生群众需求，
扎实开展生殖健康咨询、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等服务，进一步
增强了群众对诚信计生的支持
度和满意率。(崔静 彭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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