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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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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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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发行员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李伟涛一看就是那种踏实
的人，脸上经常挂着温和的笑
容。十多年以前，他在船上做海
员，四处看世界。因为母亲年纪
大了，腿和眼睛都不好，他卖了

幸福的大房子，搬到母亲身边
住。他现在是《齐鲁晚报》的发行
员，“这么多年几乎没接到投诉”
这是他觉得最自豪的事。

除了大海，还是大海

在来《齐鲁晚报》之前，李
伟涛一直在跟大海打交道。

“东南亚，日韩，一走就是
一年。”李伟涛说，那些日子让
他真正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
朝鲜，走上他们船的人一般都
会要点东西。在日本，让他印
象 最 深 的 是 普 通 人 的 素 质 。
1992年的时候，一次他在路上
丢了钱包，1 0分钟后返回来，
钱包还在原地躺着，人们走来
走去，没有人拿走。

更多的时候，李伟涛和船
上的人一样，很是寂寞。“外面
除了海，还是海，一个月，几个
月，全是海。”李伟涛说自己这
个地道的烟台人从小喜欢大
海，但是在外面跑船的日子，
他看海看到“要吐”。每每一到
岸上，一群海员就像“被放出
来的”，即使是那些陌生的街

巷，也会漫无目的地去走。
外面世界的新鲜和海上生

活的枯燥，李伟涛这样生活了
十多年。

2007年，李伟涛终于下定
决心走下船。那时候，许多像
他所在的七八千吨的大船安
全管理都不行。“很多人以前
是开小渔船的，觉得小船都不
用避风，大船更不用了。”有一
次，李伟涛差点遇到危险。安
全起见，跟妻子商量后，他决
定回烟台找工作。那一年，他
进入了《齐鲁晚报》

对读者的意义

2010年10月，《齐鲁晚报》在
烟台推出改版后的《今日烟台》。
李伟涛来到白石站，干的第一项
工作就是订报箱。“站上姑娘多，
我一个男人当然得我上。”那年
的12——— 1月，李伟涛每天从早8

点到晚7点，钉了500多个报箱。
但这次钉报箱，也让李伟涛受了
伤，打钉子的时候，一个铁碎屑
跑到他眼睛里。从那以后，只要
一揉眼睛，晚上就会流泪。

从海员转行，但是李伟涛
一直说“干一行，爱一行”，每
天天不亮他就起来，然后让他
送的报纸成为那一片居民报箱
里的第一份报纸。“我基本没
有接到过投诉电话。”这成为
他骄傲的事。

有一天，李伟涛接到了第
一 个 投 诉 电 话 ，说 是 报 纸 没
送。他前前后后跑了两趟，把
这件事落实了：原来是小区里
有一位神智不太正常的老人
撬开了塑料报箱，把报纸拿走
了。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发
生，征求了客户的意见后，李
伟涛从站上找了 8 0多个铁皮
报箱，又自己去市场买了80多
把铜锁，然后一一为读者换上
了。

李伟涛说，有很多中老年人
每天都喜欢早上读报，夏天的时
候，经常在他早早骑着报车走到
读者楼下时，有的老人已经在那
里等候多时了。

“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
干的这份工作对于那些喜欢
读报纸的人来说是真的有意
义的。”

吕富苓

去秋，当我决心要昂首挺
胸走向未来的时候，时间几乎
全给了《齐鲁晚报》。

每天中午收到报纸，我一般
会先看A版、C版和国内外新闻，
关注东海和南海的局势；浏览时
把重要的抽出来。“凡人歌”栏
目，“读者”版我要细看，那些卖
菜的，开店的、送报的劳动者，他

们用坚持和努力编织着生活；刘
盛兰、邵逸夫的善举，使我感受
着人生的价值。这些活生生的就
在身边的事例，劝诫着我，督促
着我。赋闲的我能为社会做点什
么呢？

有时会做做剪报。“青未
了”“行走烟台”和“读者”放在
枕边，睡前醒来，就看报。怎奈
眼睛不济，看一会儿，琢磨半
天。它是我的伴侣，是我的老
师，为我驱赶着思念。

后来，我开始试着投稿，编
辑竟刊出了我的拙文，我的小文
能有人阅读，我的观点能有人分
享，我或许也能给人带来快乐与
回味。有人再夸我几句，我更来

劲了，又有了生活的动力。我感
到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轻风那
么和暖。我更努力地学电脑，稿
件反复修改，我恨思维的迟钝，
语言的乏味，只有用心来弥补。
出去散步，我会喋喋不休地向人
讲报上的新闻。我很忙，我把时
间都给了《齐鲁晚报》，《齐鲁晚
报》也充实着我的生活，锻炼着
我的写作能力。

通过报纸，我认识了许多
写作的朋友。编辑毛旭松几乎
每天写一篇评论，要选题，要
撰稿，要选稿。重阳节那天的

《行走烟台》，《重阳佳节菊花
香》《宋词中的重阳节》《九九
重阳去踏》《我知道的重阳节

来历》，这四篇散文的配发太
科学了。扈刚在烟台租房住，
打工，生活条件差，仍抽空写
作。他的语言诙谐、口语化，行
文 充 满 生 活 气 息 ，像 当 面 聊
天，我真敬慕！鲁从娟有上学的
孩子，有工作，也是抽空写作。她
勤奋多产，常见佳作。毛贤君、安
家正、张功基……他们博文广
识，旁引博证，一时不见他们的
文章，都会有些想念。一张报纸，
一个舞台，你唱罢了我登场，虽
不相识却相知，互相激励，互相
学习，共同成长。

我把时间几乎都给了《齐
鲁晚报》，《齐鲁晚报》也充实
了我，给了我生活的力量。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推
出地方《身边》版暨记者回家
过年专版(2月11、12日)。来去
都有礼：年货捎家，搂草打兔
子顺手带给读者几碟别样年
味“小菜”。

舌尖儿这么一过，尝出来
了：过年菜肴缩水而不水了吧
唧，清淡却原来是玩的小清
新。小记们秀笔一挥，农家坐
骑由两轮变四轮了。网络时代
令山乡巨变无一漏“网”，只是
不知时间都去哪儿了……

稿子袖珍情味浓，地方版
《身边》好亲切。

读者 年季春

马年春晚《剑心书韵》让
晚报揭秘，却原来身体前倾90

度，窍门在脚上 (2月10日c08

版)。虽然鞋子有点门道，木桩
预设凹槽，但是，咱的莱州中
华武校孩子苦功得以靓相，个
顶个的棒！这下真比前两届春
晚出彩。

莱州武校的孩子们何以
让父老乡亲如此露脸？一是节
目创意好，二是咱娃娃功夫那
是真的好。咱烟台人有的是潜
力，大人小孩儿一起努力，多
练两手绝活，争先创优，率先
实现烟台梦助，推中国梦全面
实现！

读者 扈刚

本报记者 于涛

长相酷似梁朝伟的梁伍清
也是《齐鲁晚报》的忠实读者
了，他以前从事过很多职业，但
自称“总是对自己过去不满意”
的他最后选择在烟台开了一家
目前规模最大的月子会所。

在聊天中，梁伍清的许多想
法也非常有意思，比如他说开拓
市场是一次“试探而并非冒险”。

比如他觉得最真正的经商“不是
为了回报，而是为了服务社会”。

经历丰富的

“不安分”者

梁伍清的经历不可谓不丰
富，他当过军医，后来主动找到
上级要求调配。“上级说，你是
个人才，不能放你。我说，人才
才更应该到社会上去，发挥价

值，为整个社会服务，服务更多
人。”老梁笑着说，“领导拗不过
我，后来把我分配到了 1 0 7 医
院。”

然而医院的工作并不能让
老梁安分下来，他老是觉得医生
这个行当规定太多，不自由，于
是他又跑到了北京，在日本东芝
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北漂过后，
他回到湖北老家，恰逢一家国营
医院股份制改造，于是将这个医
院接到手中。

按理说，老梁这回该安安稳
稳地经营这家医院，享享福了
吧？可他偏不，非要卸去董事长
的职位，跑到烟台亲力亲为地做
起了烟台最大的西海岸月子会
所。

想做烟台

走向全国的大企业

2011年，梁伍清在上海接触
到了月子会所这个模式，在产妇
坐月子期间，月子会所会提供一
切和坐月子有关的服务，另外还

有针对产妇身材恢复及针对婴
儿的早早教服务，这种服务模
式，令注重胎教的梁伍清印象深
刻。

“光是选址，就用了五个月
的时间，因为月子会所的休养环
境很重要。”一开始，梁伍清也想
过把月子会所开在市区，但后来
还是放弃了，当他考察到芝罘岛
一带时，一眼就相中了这里。“这
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海，是一个绝
佳的疗养地。”

梁伍清说，在烟台目前只有
几家规模不大的家庭式月子服
务中心，而他的目标，则是做烟
台乃至山东省最大规模的月子
会所。“目前会所满负荷可容纳36

个家庭，很多县市比如桃村、龙
口、石岛的家庭都慕名而来。”接
下来，梁伍清计划将月子会所辐
射到县市去，至于什么时候他才
会满意，他的回答是，将月子会
所开遍全国。

爱看民生经济版

在谈话中，梁伍清一直告诉
我们，服务业就是服务社会。“很
多成功的老总都是秉承着这个
理念。”

“很多人认为我现在做的事
情是冒险。”老梁笑着说，“其实
我自认为是一个谨慎的人，没有
万全的准备，不会轻易下水。所
以这是一次试探，而不是一次冒
险。退一步说，没人去做，这行就
永远不会发展。”

他认为真正的企业家都不
是为了回报才去做事情，而是打
心眼里为了服务社会。按梁伍清
的话说，这不是一种矫情，因为
只有找到社会需要什么，才能填
补服务空缺，才能让社会全面发
展，才能让大家有更多赚钱的机
会。

“我看报纸，主要关注的是
教育、医疗这些民生新闻，在其
中往往可以找到启发点。”老梁
说。“当然经济类的新闻更是必
看，这些新闻往往需要长时间的
思考，其他的新闻就很少有时间
再看了。”

发行员李伟涛。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摄

梁伍清（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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