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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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大校园里的卖报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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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本报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曲晓芳

今年74岁的于长安，在鲁东
大学餐厅里摆摊卖《齐鲁晚报》
已经14个年头了。一天三餐他分
别在第一、第五、第二餐厅门口
摆摊，除了卖报纸，还有各种期
刊杂志，连学生们考试的资料老
人都有提供。

记者来的这天，外面飘着
鹅毛大雪，餐厅内学生们排着
长长的队伍，老人身上穿着厚
厚的黑色大棉衣，拿着小马扎
坐在靠近门口的角落里。每当
有学生朝他走过来，老人都会乐
呵呵地上前询问。

有老伴儿陪伴的温暖

于长安老人在鲁东大学卖
报纸之前，是鲁东大学的看门老
大爷，一做就是7年的时间。“第
三年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身体不
行了。”于大爷朝着我们摆了摆
手说，当时每天除了看大门，还
要看着电话，一天下来只能睡5

个小时的觉，很多时候还会被电

话吵醒。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
休息不好，突然有一天，于大爷
在看大门的时候突发脑血栓，被
学校的人送回家里。“没有去医
院，在家休息了20天就回去了。”
于长安说，当时一直是老伴儿在
家里照顾着他，无微不至，说到
这的时候，老人一脸幸福地笑出
了声。

那之后，慢慢地于长安发
现自己的听力开始下降，于是
他辞去了这份工作，开始在鲁
东大学餐厅里卖报纸，风雨无
阻。老伴儿每天早上早早地就
起床做好饭，陪着于长安吃完
饭才让他出门。于大爷六点钟
就来到餐厅门口，整齐地摆好
报纸和杂志，一个人安静地在
靠近门口的角落里坐下。等学
生们都走了，于大爷才收拾收
拾回家，到小区里健身器材那
里锻炼身体。“中午和晚上都
是卖完以后再回家吃饭，老伴
儿做好了在家等着我呢。”老
人笑得很温暖。

陪伴齐鲁晚报14年

“从开始在餐厅卖报纸就一

直卖的《齐鲁晚报》，到现在有14

年了。”于长安笑着说，自己最喜
欢的看政治和生活版块。老人回
忆着，当时科技没现在这么发
达，很多人只看报纸，“当时的报
纸一天能卖八、九十份呢。”于大
爷用手比划着，因为现在网络比
较发达，很多人都通过电脑、手
机浏览消息，但一天下来仍旧能
卖四十多份。

后 来 ，因 为 学 生 们 的 需
求，于长安开始卖各种书刊杂
志。“都是最新期的，买的学生
很多。”于大爷乐呵呵地说，过
期 的 会 回 收 的 。“ 我 要 这 个
NBA。”从餐厅出来的男同学
朝着于大爷大声地喊着，“十
块钱！”老人点头笑着说，“我
知道，我知道。”男孩说，自己
已经在老人这买了两年多了，
每期都不落下。于大爷似懂非
懂，依旧一脸笑容。

大学生小刘也已经在于长
安这里买了三年多《齐鲁晚报》，

“我一般喜欢看看体育和政治。”
小刘说，虽然一直不知道老人的
名字，但是每天早饭或午饭前来
拿一份《齐鲁晚报》，三年下来，
看见老人已经是熟悉又亲切。

读者 周子元

我家订了好几份报纸，天天
读报成了我和老伴退休生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我那老
伴，不管家务活儿有多忙，都会
挤出点时间读读报，既是休闲，
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有时嫌字儿
太小看不清，就在老花镜外再手
持个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往
下看，直到把全文读完，就凭这
精神，足以称得上“报虫子”，读
报迷了。当然，在广览众报当中，
也有她的最爱，那就是咱们的

《齐鲁晚报》。
老伴是个很重视保健、很会

生活的人，平时在阅读中，除了
浏览一些国内外大事外，最关注
那些有关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
读得相当耐心、认真，只要觉得
讲得有道理，就会在理解的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付诸实际。如不
久前，“青未了”登载了一位老中
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按摩保健
法”，连续刊出了二十多期，感觉
很有实用价值。为了便于查找使
用，老伴把它们一期期地剪裁下
来，并装订成册保管起来。还运
用此法，学着给我按摩治疗高血
压。有关这方面的剪报已有好几
本了。

现在晚报的内容确实非常
贴近百姓日常生活，它经常介绍
的一些地方名吃、名厨上菜、家

常招牌菜的做法，也很受老伴的
青睐。当她看了有关追忆丹桂街
小吃的报道后，勾起了她当年的
记忆，为了找回那些“老口味”，
她和我一起去丹桂小吃城，亲口
品尝了那里的叉子火食、脑饭等
老牌名吃，感觉还挺有情味。

回来后，老伴又自己亲手做
了一锅脑饭，虽然喝起来离“老
口味”还有些距离，却并不比小
吃城的逊色。我和老伴都是土生
土长的烟台人，对于发生在家乡
和身边的一切事情都非常关心，

《今日烟台》创刊后，可以说，极
大地满足了我们这方面的需求，
阅读的兴趣越深越浓了。当从晚
报上看到我们很早就认识的革
文失踪的消息后，老伴一直在关
注着全城人寻找他的后续报道，
直到现在还不时地念叨小革文

的下落，期盼他能回到家人的身
边。

不久前，从晚报上看到烟大
食堂保洁员吃学生剩饭的报道
后，老伴立即给在外地念大学的
孙女打去电话，用这活生生的事
迹教育孙女注意勤俭节约，决不
能浪费一粒朴食。后来，这些宣
传正能量的重要新闻被中央电
视台等媒体转发后，迅速在全国
范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广泛
的关注。这让我和老伴更加感受
到这份晚报的分量之重，更觉得
它值得认真阅读。

《齐鲁晚报》是我家每天来
得最早的报纸，每天早饭后，我
都会准时到楼洞口打开报箱，取
出来拿回家，我尊重老伴的“最
爱”，让她享受“先睹为快”，这已
成了习惯。

烟台山泉水

卖到客户指名要

为让烟台市民喝上纯净甘
甜的饮用水，本报推出了“烟台
山泉水”这个品牌。“当时由于是
新牌子，大家接受度都不高。”

“我当时想，慢慢来吧，一口
吃不成个胖子。”张星龙说：“我
们接触的人多，没准就有渴了没
地方买水的地方，每次卖报纸的

时候，我都会顺手带着几瓶水卖
给需要的人。”

渐渐地，发行员们发现这个
办法效果很好，在张星龙的带领
下，大家都互相督促着在卖报纸
的时候顺便带些小瓶水。终于有
一天，当张星龙在给一家超市送
报纸时，老板要求买一些烟台山
泉水。

“那个老板说，最近有一个
客人天天来这指名要烟台山泉
水，说这水泡茶喝不会让茶变
味。”张星龙说，这让他非常感
动，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工作狂，被撞了

第一反应还是订报纸

“张星龙？热心肠。”提到张
星龙，白石路的街坊张大爷说：

“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有时候买
的大米酱油提不上去，张星龙都
二话不说帮我们提上去。”张大
爷说，这种事情经常会在张星龙
投递报纸的时候发生。而张星龙
却觉得没啥大不了：“看到了，就

该帮帮，举手之劳。”
在白石站的其他发行员看

来，张星龙简直是个“工作狂”，
前阵子站里缺人手，张星龙一个
人顶上了两个人的送报量，而另
一个站里的新人开始不熟悉送
报的流程，所以张星龙又主动要
了一部分过来，每天张星龙都要
一直送报送到下午。

有一次张星龙在投递报纸
时被撞了，满脑子里想着的却还
是报纸。“车上的大姐都快吓哭
了，一个劲让我去医院看看。”张
星龙笑说，“我当时爬起来心里
想着的却是，没事，你订我份报
纸吧。”

但在张星龙看来，工作上的
这些事情都不算什么，他只是对
没有更多时间陪陪家人而感到
自责。“在最忙的那段时间里，我
爸妈又恰好都住院了。”

由于那个时候张星龙分身
乏术，所以他只好委托姐姐照看
父母，每天他只能拿出半天不到
的时间去看看爸妈。“爸妈住院
了，我却很少去看他们……”提

到这段往事，张星龙这个汉子眼
里泛起了泪光。

订报搞起“多元化”

除了发行，张星龙在三站
附近还有一个小小的手机店，
他将订报和手机店有机地结
合起来，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订
报促销手段。

一开始，张星龙在订报纸
时 送 手 机 链 ，后 来 送 起 了 手
机。“喏，就是这个。”张星龙拿
出口袋里自己用着的小巧手
机，这些手机都是他自己的小
店担负的，“如果手机坏了，我
还提供修手机的服务。”后来，
张星龙还推出了“订报纸，送
话费”的业务。

一来二去，大家都觉得订张
星龙的报纸很划算，同时也带动
了手机店的发展。提到这个”一
箭双雕“的促销手法，张星龙不
好意思地说：“我当时没想着什
么一箭双雕，就是想着，工作一
定想办法干好。”

张星龙：

白白石石站站的的““标标杆杆””发发行行员员

咱也想咂摸那一壶茶

谁不想有不论贫富贵贱
的朋友？门当户对的友情可
不比爱情。《行走烟台》版以
文会友，不论这论那。这不，
李文毅提来《鱼市一壶茶》(19

日c21)，咱都咂摸一口，得说
不错吧？

文以载道，道非常道。短
文亦讲文风，难得茶温不避
鱼腥市嚣。心长草，长香草。
短文不短，茶留余香。其结尾
道：幸福如此这般；我道：此
福非比一般。

读者 扈刚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烟台白石站的发行员
张星龙在站里被大家笑称
为“标杆”，这跟他的工作
态度有关。张星龙最常说
的一句话是“从我做起”，
他认为只要自己做的够
好，自然会慢慢影响身边
的人，让他们也一起加入
进来。

发行员张星龙

“家”味十足的家庭

更易成全事业

写下这句话作题目，自己
瞧瞧都乐了：谁家没有家庭气
氛？嗯，不抬杠，现在象发行员
戚洪香这样有及时雨丈夫和
小报童儿子支持，开心工作的
还真是难能可贵(12月17日读
者版)。

烟台进入冬季，滴水成
冰。作为读者设身处地想想发
行员的辛苦，更能理解他们
了。风硬路滑，一大早就出来
跑确实遭罪，一不小心还容易
磕了碰了弄个擦伤啥的。没有
家庭支持，没亲人给撑着，再
硬气要强的发行员怕也扛不
住。有个爱读晚报的朋友说

“天道酬勤”这句词演绎发行
员正对：天天在楼道爬上爬下
的，勤奋不言而喻，得点酬劳
特不易……因此，我说戚洪香
家庭可亲可敬，虽无有惊天伟
业，“家”味十足，令人羡慕。

还有一点，想说给发行员
听：不要过分惧怕“投诉电
话”，这就是一沟通方式。有些
误会或特殊情况实属不可避
免和意外，多与读者沟通，相
信会得到体谅与理解的。

读者 年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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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发行员

售报老人于长安

读者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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