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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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创：

以以体体育育之之名名，，爱爱上上《《齐齐鲁鲁晚晚报报》》

杨玲：

生生活活里里一一半半是是读读者者，，一一半半是是家家人人

我来评报

我是发行员

读者故事

没有看《齐鲁晚报》，

午休睡不着

1971年，邹创老先生还在济
南军区当兵的时候，曾经到大众
日报社修过电话，“从那以后啊，
我就对《大众日报》特别有感
情。”以后无论调到什么工作岗
位，都要看《大众日报》。2009年
退休后，这习惯也没有改。“退休
四五年了，离不开报纸了。”

老先生滔滔不绝地介绍，话
匣子打开就停不住。“我每天午
休前都要看《齐鲁晚报》，要是没
有看，中午就睡不着。对晚报产
生感情了啊。”有时邹老先生去
上班，还跟同事讨论报纸上的新
闻。退休后，每天买菜做饭忙碌
之外，老伴辅导外孙女功课，他
就看报纸。

《齐鲁晚报》信息量大，

一份抵三份

“为啥喜欢《齐鲁晚报》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信息量大，我以
前订《体育报》、《足球报》和一份
当地报纸，现在这一份顶三份，
我既可以看到最爱的体育新闻，
又有财经版块。身边生活有什么
事情，也都能了解。”再加上价格
公道，“订阅一年还赠送半年。”
这些优惠，邹创老先生说起来赞
不绝口。

“我是非常关注体育的，尤
其是咱山东的，他们足球踢好
了，咱脸上有光啊！”如果是得了
奖，邹老先生会激动得热血沸
腾；同样，要是中国队或者山东
队出现连决赛都没进的情况，一
提起老先生就叹气感到遗憾甚

至气愤。而这些赛事情况，都要
通过晚报来知晓。

“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我订阅
《齐鲁晚报》的事，也经常关注健
康类知识，他们有什么健康问
题，还来咨询我。”邹创老先生说
起这个非常开心，笑容不断。

建议：

能否挂个记者电话

“我其实还是想给咱报纸提

个意见。你看，能不能公布个名
记者的电话号码，像齐鲁电视台
的‘小溪办事’那样的服务类节
目。”提这个意见的原因，邹老先
生说道：“我们需要一个号码，来
给咱百姓办急事、难事，而不是
只有热线电话，只能提供个新闻
线索。”

临走时，邹老先生说：“这些
报纸，放那柜子顶上就行，随手
就能拿到！我呀，还得继续关注
咱鲁能。”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宋宇

“杨姐，来送报了啊！”杨玲
刚走进天合城小区的大门，就有
一位小区居民热情地和她打招
呼。杨玲说，送报的不少小区的
读者都认识她，都对她很热情，

很友好。工作时的杨玲是一个勤
恳认真，为人热情的发行员，生
活中的杨玲也是一位细心照顾
家人的的母亲。

她常陪伴“空巢读者”聊天

杨玲是齐鲁晚报莱山区中

心站的发行员，她做这个工作已
经整整三年了。每天上午，杨玲
都要辗转四五个小区，把报纸送
达到200多户读者手中，下午又进
行报纸订阅工作。无论严冬酷
暑，她始终坚持每天奔波在送报
纸的路上。

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杨
玲对莱山区不熟悉，陌生的路
况和数量繁多的订户曾经让她
感到十分力不从心，但是她还
是坚持了下来。“有时候遇到下
雨天、下雪天，一些热心的读者
就会给我打电话说，今天天气
不好，不用来送报了，但是我想
这是我的工作，不能耽误他们
看报纸。”就是这样朴实认真的
态度让杨玲在读者心里有了亲
近感，许多读者在路上遇见她
都会和她打招呼，都愿意和她
多聊几句。

除了平时勤劳踏实的送报，
杨玲还经常会到一些老年读者
的家中看望他们，陪他们聊天。70

岁隋大爷是万光府前花园小区

的居民，也是《齐鲁晚报》的忠实
读者，但是儿女都不在身边，平
时只有老两口在家。“我不忙的
时候就去隋大爷家坐坐，陪他和
阿姨聊聊报纸上的事儿，聊聊家
里的事儿，我一去他们就很开
心，我也觉得很温暖，很开心。”

为了女儿，再忙也要陪伴

在做发行员工作之前，杨玲
曾经在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作。谈
起为什么后来做了发行员，杨玲
说：是为了女儿。

“在电子厂工作时，一整天
都必须呆在厂子里，每天加班到
很晚，孩子爸爸也在厂里工作，
女儿没人照顾。做这个发行员的
工作，送完报纸，就有时间陪孩
子了。”于是在2011年，杨玲和老
公一起来到《齐鲁晚报》莱山站，
当了发行员。

为了能尽早送完报纸，杨玲
每天4点半就早早起床，为孩子
和老公准备好早餐后，就急忙来

到中心站，5点就骑着送报车出
发，到各个单位，各个小区发送
报纸。

杨玲的女儿于馨媛今年 9

岁，但是小小年纪的她已经懂得
妈妈工作的辛苦。因为杨玲每天
骑着电动车送报纸，路上的颠簸
让她的腰椎经常疼痛，小馨媛在
家经常帮杨玲捶背，按摩。

虽然杨玲每天坚持在送报
的路上，工作很辛苦，一年只有
过年时有七天假期。但是无论多
么劳累，只要是女儿学校里组织
的活动，她都一次都没错过；每
年的六一儿童节和女儿的生日，
她也精心地给女儿制造一些小
惊喜；杨玲说，她每天都把《齐鲁
晚报》有上小记者写的作文的版
保存下来，念给女儿听。“这对女
儿的学习也很有帮助，现在她也
特别喜欢看《齐鲁晚报》呢。”

“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每
天踏踏实实地送出每一份报纸，
让读者都满意，还有就是照顾好
家人，让女儿能健康快乐成长。”

那琴键上跃动的人生

人生充满选择，家人当
年替他选择学医，他也顺利
考取大学医科，但他最终还
是毅然决然选择自己最爱的
音乐。这个人就是齐鲁大学
教授郭任远，这个曾经跃动
于 琴 键 上 的 生 命 ，已 然 逝
去……读着 3月 3日 c 0 9版报
道，我心颤抖，在人生最后几
十年里，这个大师级人物独
自行走于山海之间。我相信
他内心强大，也相信曾活在
自 己 精 神 世 界 里 的 他 很 畅
快，可是，难道郭任远真的就
一点也不感觉孤独吗？

我知道，作家孙犁，还有
一些知名不知名的人士晚年
无奈地成了“独行侠”。他们
有事业有追求有爱好，醉心
于自己那个世界。不过，一切
终将逝去，我们都要留下背
影、错过时间。悲催与否自主
定夺。惟愿尚在老人，能得到
更多实实在在关爱，让幸福
做个支点，让生命记牢震撼！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潘璐璐

说到邹创和《齐鲁晚报》的结缘，还要从体育说起。1949
年邹创出生，他正好赶上“乒乓外交”年代，那一辈都知道“小
球转动大球”的事，邹老先生也不例外，记忆很深刻。从那以
后，体育和爱国就在邹创老先生心里扎下了根，到哪里都特
别关注体育赛事。而《齐鲁晚报》刚好有特别出彩的体育报
道，他的生活就和报纸扯出一段长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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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体育和《齐鲁晚报》结缘的邹创

发行员杨玲

有有个个良良师师益益友友真真幸幸福福

读者来信

毛贤君

对于一个爱好写作的老读
者来说什么最幸福？当你呕心沥
血，用心良苦写的稿子变成铅字
最幸福。有个版面，能使你洋洋
洒洒，酣畅淋漓，写你所见所闻，
所想所思，畅所欲言，直抒胸臆
最幸福。稿子见报后，受到师友
们的赞赏最幸福。真是漫卷诗书
喜欲狂。《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越办越鲜活灵动，越办越受欢
迎。为我们烟台交友提供一方发
表园地，成才沃土。

每天吃完早饭第一件事，就

是走下高楼上报箱取《齐鲁晚
报》。莫忘春雨等闲过，最难风雨
故人来。读《齐鲁晚报》，犹如听
名师讲课，茅塞顿开，又如和多
年老友叙旧。《齐鲁晚报》也是交
友平台，快意之事莫若友。

去年读者节上，通过毛旭松
编辑引荐，我结识了神交已久的
牟洪涛、刘学光两位文友。今年2

月，我喜事连连。12日，扈刚先生
撰文称我和吕富苓老师是“前
辈”级的“老”战友，人家都这岁
数还这么有战斗力，咱只有自惭
形秽的份。仅隔六天，吕富苓老
师撰文不仅提到我的拙文《宋词
中的重阳节》，话说得感人肺腑，
暖人心扉：“毛贤君，安家正，张
功基……他们博闻广识，旁征博
引，一时不见他们的文章，都会
有些想念。”我十分惭愧不安，我
的写作水平与吕富苓、安家正、

张功基诸老先生相比是小芋头
比大地瓜——— 差得粗，唯有恭恭
敬敬地向师友们学习，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答谢文友们的厚
爱。

更使我感到享福的是今日
烟台编辑记者队伍非常年轻，
洋溢着蓬勃向上、自强不息的
青春活力，风正心齐，是一支
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和他们在
一起，我仿佛回到年轻时代。毛
旭松编辑“行走烟台”、“副刊”、

“话题”三个版十分敬业。有的作
者不会上网，把手抄稿送给他，
他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打出
来。我的拙作《老友宋仙桥的临
终之托》见报后，原《中华作家》
总编、书法家赵海东先生在网
上 看 到 后 ，说 这 篇 稿 子 写 得
好，旭松编辑功不可没。原稿
题目叫《友人信任乐》。心想幸

遇编辑把关严，若用我原来的
题目，老友的孩子来告诉你家
父病故，是对你多大的尊重。
你作文冠以“乐”字，一旦发表
岂不贻笑大方，丢丑了。

我还喜欢“读者”版，文友
可在此交流读报写作的心得体
会。地方晚报中，有如此大手
笔开辟读者评报专版很少见。
还感谢李大鹏、陈莹、韩逸、张
晶等青年记者冒着凛冽的寒风
或酷暑到我家采访，报道我的
生活和对今日烟台浓浓深情，
使我晚年生活充满阳光。使我
深深地感到书画家张同珍先生
为 今 日 烟 台 题 字“ 百 姓 娘 家
人”真是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文友
们和我都珍惜有《齐鲁晚报》这
份报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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