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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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王国谟：

晚晚年年时时光光，，大大部部分分交交给给《《齐齐鲁鲁晚晚报报》》

引引得得我我频频逛逛超超市市的的《《齐齐鲁鲁晚晚报报》》

发行员王少华：

怀怀一一颗颗感感恩恩心心，，虽虽累累却却快快乐乐

我是发行员

读者来信

读者故事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潘璐璐

“为了不与外界断绝，在家
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吧。”当被问
到为什么订阅《齐鲁晚报》，王国
谟抚摸着报纸说。

从2007年开始订阅《齐鲁晚
报》，五六年的时间里，通过这份
报纸，75岁的王国谟得以知晓家
事国事天下事，这让每日闲居在

家的他避免了和这个社会脱节。

每天看看报

就啥都知道了

能够每天看一份《齐鲁晚
报》成了王国谟最大的乐趣。“已
经养成了习惯。每天早上我七点
下楼去看，那报纸已经给送过来
了。特别及时。”今年，王国谟的
床头已经又积累了厚厚一叠报

纸，上面还放着放大镜。他解释
说，他眼神不好，有时要拿放大
镜瞅。

都看些什么呢？据王国谟自
己介绍，“青未了”版块一直是他
的最爱，总是“一字不落”地从头
看到尾，实在是一种享受。“有时
碰到不认识的字或词，就查字
典。”老先生从床头拿过来一本
字典，竟然是《四角号码新词
典》。“这字典很少有人会用。但
是我就使用这个，很方便。”这点
让王国谟特别自豪。在跟不上电
视播报速度的情况下，报纸不受
时间限制的优势得以让王国谟
每天都能知晓想知道的重要新
闻。“我虽然看字慢，但是也能看
懂报纸的介绍。最近还在关注昆
明暴恐案，太让人震惊了。”

除了这些国家大新闻，王国
谟还喜欢看一些身边的家长里
短。每天下午2点离开家，王国谟
都要到小区前面的幸福文化广
场溜达溜达，和一群同龄人聊聊
天，健健身，然后4点回来继续看
报纸。“哪个交通路段发生事故
了，雾霾还有没有，哪里的人带
着口罩出门，这我都知道，乡村
啊、医生啊，这些都了解。”

“不光是知道别人，对自己
也有用。哪天下雪路滑，哪天变
天要多穿衣服，这些报纸上都
有，看了还能提前准备准备。”去
年王国谟全家去威海游玩，也会

先看看报纸。除了这些，王国谟
还喜欢看一些小段子，哈哈一
笑，特别开心。说完，王国谟还找
出最近看的笑话指给我们看。

报纸成为

晚年生活的陪伴

“对了，我们家还有一份
2008年5月22日的《齐鲁晚报》纪
念版，那是专门纪念汶川地震
的。”说着，王国谟的儿媳把那份
报纸拿了出来。这份报纸被王国
谟好好地保存着。“这是民族的
记忆啊。”虽然过去五年了，但老
先生的记忆依然非常清晰。因为
那时他就一直在通过《齐鲁晚
报》关注这件事。

最后，王国谟很激动地说
道：“我其实很希望报纸上能登
一点关于剧院戏曲演出之类的
节目，啥时候演出，可以去看看。
除了报纸，这也是一种排遣寂寞
的好方法。”老伴很久前就去世
了，这么多年和儿子儿媳一起生
活，虽然都很孝顺，但毕竟不是
一代人，这也让王国谟多了一份
莫名的心绪。在寂寥的晚年，王
国谟的大部分时光都交给了《齐
鲁晚报》。

快中午了，王国谟默默地收
拾着刚刚拿出来的一叠报纸，一
份份都整理好，然后放回床头，
顺便把眼镜也放了上去。

读者 卢嘉善

为了装修新房，滞留烟台20

多天后，今天下午才回到蓬莱家
中。一进门，老伴看我背的挎包
鼓鼓囊囊，又是呲牙咧嘴很劳累
的样子，就赶紧接过去，问我：

“装的什么东西，这么沉？”我说，
“面条！”老伴一愣说道：“咱这里
没有卖的吗，还从那么远背回
来？”我赶紧把路上想好的词搬
出来：“便宜，打折的！”老伴一听
忙问，“该不是过期的产品吧？”
我赶紧敷衍：“不是不是！你不是
最爱吃面条嘛，我给你多准备

点，反正是干货，又是冬天，不怕
坏掉，你在家时慢慢享用吧！”。

其实，我买这么多面条是另
有原因的。在烟台开发区的日子
里，生活三无：无电脑无电视无
志同道合的人，只能靠一台收音
机打发点业余时间。一天，我到
一路之隔的超市买东西，结完账
意外收到收银员的馈赠，一份当
日的《齐鲁晚报》，外侧裹有“今
日烟台”版块。这可是我梦寐以
求的好东西，我欣喜若狂。回到
新居仔细一看，竟有自己的文
章，这更让我如同打了鸡血。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那家
超市，向人家索要时，人家不给
了，告诉我，“你得买够十元的商
品，才能免费领取一份当天的报
纸。”原来如此！敢情昨天我买足
了十元的货物，人家才有恩惠。
我真想不到，这家商场会用宣传

“文明”的礼物，招揽顾客，这高

明之举对我来说是颇感神奇。
尽管我暂住的地方，离开发

区最大的农贸市场很近，那里价
格相对不贵，花色还多且新鲜，但
我还是一有需求，就早早跑到商
场购物，以期贪得一份免费报纸，
调节单调的文化生活。阅读得时
间长了，痴瘾也上来了，没有东西
买，抓耳挠腮的也难受，翻烂了已
有的报纸，也遣不去烦躁的心。

后来，碰到商场面条打折的
活动，9 . 6元两包共四斤，不贵！
我想这东西是干的，一时半会儿
坏不了，就开始了采购行动，醉
翁之意不在酒啊！只要有时间，
星期一二三四五有《今日烟台》
版块的日子，我准去逛商场，每
次就买两包面条，单买怕不够人
家赏的资格，只好搭配酱油醋和
牙膏馒头针头线脑之类，随便加
一点小玩意，凑够十元以上，便
堂而皇之地带着心仪报纸回家。

有超出计划的开支压一压，第二
天再去，可以一举两得。次数多
了，连收银员都熟悉了，哪一天
没来，人家有时还会将前一天的
报纸留一份，第二天再一块送给
我。赶上实在没有可以添置的东
西，9元6角钱人家也马马虎虎给
我一份。时间长了吃不了的面条
攒下一大堆，实在放不下了，只
好想法转移一部分，这才有了带
回家的举措。面对老婆的考问，
我不敢说实话，怕……

《齐鲁晚报》相携《今日烟
台》，是咱们烟台人最喜爱的报纸
之一，她既有省内重大新闻，又有
烟台本地实实在在的事情，贴近
生活，深得广大市民青睐。说实
话，如果不是因为蓬莱烟台两地
需要照看，使我居无定所，我真想
订一份，免得饱了这眼断了那眼，
心里着急呀。时下也只能这样东
一耙西一扫帚地划拉看啦！

本报记者 于涛

王少华是福山站的一名分
站长，同时也是一名普通的发行
员。在采访中，他对工作的辛苦
毫不避讳，但他认为这些都是

“应该干的”。他喜欢现在的工
作，喜欢发行站上的人们情同兄
弟姐妹的关系，喜欢与客户交

流。正是这种心态，让他面对辛
苦也甘之如饴。

累，并快乐着

王少华日常工作是送报、订
报。谈到这份工作，他常怀感恩
之心，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所以即使辛苦点也倍感珍惜。

王少华的老家是栖霞的，来
烟台已经有五六年了。起先，他
在烟台一家快递公司工作，后来
偶然看到了《齐鲁晚报》招发行
员的启事。王少华当时觉得，这
份工作很有发展潜力，于是毅然
辞掉原来的工作。2012年，他正式
成为了发行员的一分子，算算时
间，正好满两年。

“咱是农村出来的，吃苦受
累不怕。”王少华笑着说，“领导
要我们好好干，那我就好好干。”
在刚来的一个月，王少华一气儿

订了二十份报纸，顺利转成正式
发行员，而后因为工作表现好，
成为了福山站的一名分站长。

成为分站长之后，王少华要
忙的事情似乎更多了，除了每天
的订报、送报，他还要和手底下
的发行员们交流沟通，处理客户
们的意见和投诉。

但王少华很喜欢现在的这
份工作，有人不满意发行员的服
务，他就打电话过去跟人家解
释。新发行员跟不上节奏，他就
带着一起送报。下雨的时候，他
会给每个发行员发个短信打个
电话，让他们路上小心。“发行站
的每一个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大
家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聊天瞎扯，
很开心。”王少华满足地笑着。

等客户等到晚上十点

王少华在老家的村里时就

是一名党员了，在工作中他总
是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他热情勤恳，并常怀感恩之心。
王少华说，在接触的那么多人
里，大部分“都是好人”，在送报
订报中遇到的困难，比如因天
气和送报车问题耽误了客户的
送报，最后经过解释也都能得
到理解。

“咱这个行业，就是服务业，
就要以客户为准。”王少华说，像
是平时去给客户帮忙，给行动不
方便的老人送报上门诸如此类
的都是小事。他曾在晚上十点等
待一名客户下班回家，当时天还
在下雨。“客户见到我之后听不
好意思，说你们这行真不容易。”
王少华说，“我说，都挺不容易。”

在采访中，王少华偶然看到
附近有人在搬东西，于是主动上
去搭了把手。搬完之后又重新坐
回来，呵呵一乐。

王少华说，自己来烟台的目
的很简单，那就是“一切为了孩
子”。在栖霞老家的学校教育水
平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于是他
举家来到烟台，为了“让孩子上
一个好学校”。

“虽然辛苦，但来之不易。”
王少华评价起自己的这份工作
时说，很多时候，他必须要跟客
户交流，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作出
解释。除了干好自己的送报订报
工作，有时还要顶替生病的发行
员。不过他毫不在意：“作为党
员，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干
的’。”

王少华的孩子今年上小学
四年级，但已经参加了两届本报
的“小报童”活动了，去年还是福
山区的售报冠军。“孩子本身也
喜欢卖报。”王少华说，以后每个
暑假，他都会让孩子当“小报
童”，要“让孩子也知道感恩”。

学雷锋活动关键在行动

临近3月5日，走上街头学
雷锋的人日渐增多。说来这
学雷锋广泛宣传当然好，但
是，我觉得切实行动比什么
都重要。有些单位多年以来
是重形式，表面文章做得足，
忽略实际行动。说白了，有人
是在借学雷锋活动，努力做
给上级领导看，与真正的雷
锋精神相去甚远。要想切实
学雷锋学出成绩，必须补上
行动的瘸腿，或者改变“原地
踏步走”的状态。

2月28日c11版报道的“马路
妈妈”张春霞，在退休后坚持护
送学生上学6年，这是真雷锋！
好多烟台义工团体坚持常态化
服务，接力帮助那些有困难的
人都是最棒的。

读者 唐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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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拍客达人加油

拍客专版新栏目《摄手
座》又推出一位达人，名叫马
兴才。这小马不得了，自报家
门编的是个顺口溜，整得挺
绝。在摄手座推销自己，比挤
相亲会带劲、上档儿，主意不
错啊。再看拍的片儿，成，角度
拿捏非同一般，有潜质。

我觉得，做拍客少不了遗
憾，失之交臂的遗憾多了，找
到习作缺憾，经验就多了，学
习便有目标喽。拍客达人就该
多出好作品！必须的！

读者 扈刚

▲《齐鲁晚报》伴随着王国谟
度过了寂寞的晚年生活。

看自己最爱的“青未了”版时，
王国谟经常在手边放着一本四角字典。

福山站分站长、发行员王少华

我来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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