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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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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售后的孙希艳：

晚晚报报是是我我的的““情情绪绪调调节节剂剂””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为为媒媒，，我我步步入入公公安安大大门门

本报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曲晓芳

在三马路惠达家电做着售
后工作的孙希艳，一个人在办公
室接电话和收系统中的维修信
息，难免寂寞。

“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没事
就看看《齐鲁晚报》。”孙希艳说，
晚报的小故事挺吸引人的，自己
很喜欢里面的连载小说和与生

活有关的故事。心情不好的时
候，这份报纸都成了她的“情绪
调节剂”。

通过看《齐鲁晚报》缓解情绪

孙希艳工作有闲余时间时
就喜欢看看《齐鲁晚报》，“虽然
网上也可以看，但是我还是喜欢
静下来看看报纸。”

“大清早过来就开始接电
话，有的时候遇到别人有过激的
语言，自己也只能解释。”孙希艳
说，因为平时就她一个人，也没
什么人过来跟她聊天，加上她本
身也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这个
时候就看看报纸缓解一下情绪，

“看完报纸，心情也就好多了。”
孙希艳笑着说，做售后全年无
休，幸亏还有报纸可以看看。

孙希艳平时还很关心报纸
上和自己有关的事，同样都是服
务行业，看到别人出现的各种情
况，她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经验，
对她会有很多启发。孙希艳说：

“有时候看到报纸上说哪里加了
摄像头，会告诉出去维修的师傅
们多注意下。”

当记者提到她在报纸上看
到的身边的人和事儿的时候，孙
希艳突然想起了文哥，并关切地

问道：“现在有没有找到他？”“还
没有。”听到这个回答，孙希艳一
脸愁容，“最早的时候，在幸福看
到过他指挥交通，后来来了三马
路这边也见过。”她淡淡地回忆
着，“他是个好人，希望他能早点
回家！”

做售后的苦乐

孙希艳从1997年就开始做
售后工作，主要是冰箱、洗衣机、
电热水器、空调等家电的维修，
这期间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连自己都数不清楚。“售后不好
干啊，很多人都不能正确地理
解。”孙希艳感慨道。

之前有一个住在三马路上
的客户，热水器坏了，维修师傅
帮忙检查后，因为没有原厂的配
件，就收了十块钱帮他换了个不
一样品牌的灯管，后来在洗澡的
时候，热水器又烧了。“他们再次
过来找我们，说是我们没有修
好，没办法赔钱帮他们修理的。”
孙希艳无奈地说，现在没有相同
的配件他们就不做了，“无可奈
何，有的时候是想做的，但真的
是好人不敢做啊。”

孙希艳说：“这里的师傅们
的技术都比较到位，经常在电话

里就能判断出是什么问题。”师
傅们过去到客户家里的时候，都
会提前带好配件，有时候不到10

分钟就能修好。“这时候，有的人
就会觉得是不是也没什么大问
题，不能正确地理解。”孙希艳叹
了一口气。

因为人为的损坏售后都是
不会承担责任的，一次一个客
户家里的全自动洗衣机的盖子
破了，“这种全自动的洗衣机
一般都是3000多块钱，盖子也
都是玻璃面的，一个要 1 2 0块
钱。”孙希艳介绍道，等师傅去
帮他们换好以后，客户说：“换
好了就走吧。”结果师傅怎么
解释就是不行，最后没办法就
这么走了。孙希艳说：“我们现
在也只求能达到客户的满意
了。”

不管农村还是市里，哪里
有问题维修师傅都要赶过去，

“有时候到了农村，遇到条件
比较困难的，他们修好了都不
收钱。”孙希艳觉得师傅们做
得很好。“现在的用户素质普
遍 都 比 较 高 了 ，都 很 体 谅 他
们，一般中午12点到2点的休息
时间，很少有打电话的。”用户
们的体谅，让孙希艳感觉到很
欣慰，她说以后也会更用心地
做好售后工作。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徐朋妮是《齐鲁晚报》白石站
的流动售报人员，一直在烟台汽
车总站附近卖报纸，在最艰难的
时候，80多岁的老父亲一直在外面
陪着她。“当时就说别耽误干活，
你赶紧走吧，别冻坏了。”徐朋妮
一直这样说着父亲，不善言辞的
她，虽然嘴上没跟父亲说声谢谢，
但是心里一直记着，也特别的感
动。

从不会骑电瓶车

到磨穿轮胎

徐朋妮是骑着流动售报车
上街卖报的第一批人员之一，之
前是在白石站做小时工的，因
为售报成绩不错，站里推荐她
骑 着 报 车 出 去 流 动 卖 报 纸 。

“以前没骑过电瓶车，胆子小，
不敢骑。”徐朋妮笑着说，正式
上街前三天跟同事们一起去学
的骑电瓶车。

学骑车的三天，徐朋妮的
丈夫一直陪着她，教她。“三天时
间别人都学会了，上路也很顺

手，就我还是不行。”徐朋妮说，
只能走直道，拐弯都很费劲，眼
看就要骑车上街卖报纸了，上坡
的时候还是上不去，后来同事跟
她说：“一脚油门下去，你就上去
了。”这给了徐朋妮很大的鼓励，
最后她终于战胜了自己。徐朋妮
捂着嘴笑着，说：“多亏了同事
这句话。”心里一直很感谢。

第一天上街卖报纸的时候
天气还挺好的，当天晚上就下
了大雪，第二天早上到站上，
大雪已经到膝盖了，几乎没过
了报车的轱辘，“根本就骑不
动。”徐朋妮费劲地推着报车
往 上 走 ，旁 边 一 个 大 爷 看 见
后，就帮她从白石站门口推上
了坡，并把她送到马路上。“当
时真的特别感动，后来一直想
去谢谢那个大爷，可是找不到
他了。”徐朋妮觉得很遗憾。

每天徐朋妮骑着车在汽车总
站附近流动售报，早上四点多就
起床做饭，早早地来到站上插报
纸，自己的插完了就帮别人插。上
午六点到十一点五个小时，下午
再出去卖一个小时，就这样一直
默默地做着，不管春夏秋冬，从未
落下一天。后来有段时间徐朋妮

去了鲁东大学那边卖报纸，早上
六点钟就出去了，“因为之前那边
有个固定客户一直在我这买报
纸，我怕耽误人家看报纸，说他要
不就去别家买吧。”客户很坚定地
说不，已经习惯了。

夏天的时候，徐朋妮晚上就
骑着报车到火车站附近卖报纸，
从六点卖到到九点，一天下来，
她要骑着电瓶车跑将近十个小
时，就在两个月前，小报车的轮
胎被磨穿了，修轮胎的时候，徐
朋妮早上就背上报纸走过去卖，
白石站李站长说着，直点头：“真
的很不容易。”

“齐鲁晚报之家”

徐朋妮一家三口都在齐鲁
晚报工作，她刚去白石站做了
不久，就把丈夫拉过去了，因
为丈夫比较胖，徐朋妮就想让
他锻炼锻炼身体，“我当时说
他要么每天去爬山，要么就去
齐鲁晚报做投递员。”徐朋妮
笑着说，后来丈夫就过来做了
投递员。

刚开始徐朋妮在汽车总站

附近卖报纸的时候，每天早上
六点半骑车过去，父亲也六点
半 到 ，陪 她 一 起 在 外 面 卖 报
纸。徐朋妮嘴上不说，心里其
实特别过意不去，父亲已经80

多岁了，她实在不忍心，有的
时候甚至会发火让他不要去
了，可是父亲就是不听。“下着
大雪的时候他也陪着我，我就
说 别 耽 误 干 活 了 ，你 赶 紧 走
吧，别冻坏了。”徐朋妮心里很
感动，说着，眼睛已经湿润了。

中午徐朋妮经常和丈夫一
起去婆婆家里吃饭，“中午回
去，婆婆饭都做好了。”她一脸
幸福地说，不仅爸妈那边很支
持，公公婆婆也都很支持他们
在齐鲁晚报工作。现在儿子也
在齐鲁晚报工作了，徐朋妮的
丈夫笑着拍拍自己的胸脯说：

“我们可是齐鲁晚报之家啊！”
大家都笑着说：“对，对，对。”

上次丈夫作为投递员上了
报纸，在外面送着报纸就给徐
朋妮打电话问她：“你看没看
见我上报纸了？”当时徐朋妮
还没有看到，听完拿起报纸就
开始找。说着说着，两个人看
着彼此笑了……

徐朋妮：

一一家家三三口口都都在在齐齐鲁鲁晚晚报报

保持前线战士的冲劲

读《王承礼：从军人到快
乐的发行员》2013年(12月31日
C20版)，确实体会到他这“兵
没有白当”。部队讲究什么？
讲究硬碰硬：你有尖子连，我
有尖子班，他有猛尖兵，永不
服输，争优创先……脱下军
装的王承礼做发行员，仍然
保持一个勇往直前的军人的
作风，令人佩服。

干报纸发行，订报最难，
需要做推销。别人跑四层楼
订下两份报，老王不信邪，随
后去“捡漏”挖潜。还是那四
层楼，愣是订下十份报。他的
经验是多跑，往往要跑到第
五次方能拿下。

充满激情地工作，保持
前线战士的冲劲，保证不投
机取巧，实打实地干，事业不
成功才怪呢。

读者 年季春

光阴的故事

《今日烟台》聊天版的“靓
相”栏目，姐妹们都爱看。不只
相片选得好，那“光阴的故事”
语言也靓。别看百来字，有时
就是一首散文诗。1月3日这
期，短句参差，似有宋词风韵，
又不失网语时尚，妙。

青春永驻太梦幻，不想矫
情说成长，上晚报登张靓相，
回味长……

读者 王春红

读者评报

读者 贺宝璇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
接触《齐鲁晚报》是在养马岛世
界马联赛期间，当时我正和牟
平电视台的同志一起广播。广
播之余 ,我发现一位同志正在
认真地看一份报纸，我也凑过
去，拿起来认真地看着，没想
到越看越入迷，那近十天的广
播时间，每天中午，《齐鲁晚

报》成了我最好的伴侣，我被
《齐鲁晚报》的一些文学作品、
好人好事所吸引，工作之余拿
起笔来将好词句写在自己的笔
记本上，以后写文章用。

回单位后，我根据《齐鲁
晚报》一些要求写通讯，其中
东油坊村党支部书记曲廷璞、
泗水县好人李茂言帮助我孩子
治病等事迹都逐一登在《齐鲁
晚报》上。

1 9 8 5年世界马联赛广播
结束后不到一年，由于牟平公
安局搞宣传车需要播音员和
写材料的人员，我被调到烟台
市公安局牟平分局工作。

在牟平公安分局我任过

文书、户籍警、档案员、办公室
副主任，不管干什么工作，工
作之余我都会拿起笔来，将工
作上的新闻及好人好事连夜
写出来及时发表，虽然我读了
4年的文科，但是我深知自己
的文化知识远远跟不上时代
发展的步伐，我节衣缩食，每
年订《齐鲁晚报》及其他三份
报纸。

常言说：“人生不如意之
事十有八九”，工作给我带来
欢乐，有时也带来烦恼，为了
排解烦恼，下班休息时，我必
须拿出《齐鲁晚报》来阅读，记
得看读者栏目中的《读报、写
稿、发行》和《你说、我说》栏目

更使我深受启发，使我明白了
什么事情可以包容，什么事情
不可以包容，并为以往对伤害
自己的人一味包容、忍让，为
之损失个人健康和愉悦而不
值。

在《齐鲁晚报》的感召下，
我至今已发表稿件1700余篇，
被烟台市公安局嘉奖三次，自
1990年以来，先后18次被牟平
公安分局授予优秀通讯员称
号，8次被牟平区委、区政府授
予优秀通讯员称号。5次参加
全国散文赛获一等奖。我本人
被授予《中国时代文艺家》称
号，被编入《中国时代文艺家
名典》。

我是发行员

发行员徐朋妮

读者孙希艳

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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