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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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评报

读者故事

走到哪步

也不能失去善良

《齐鲁晚报》有这样一则
报道：有个80后小伙四年跑过
全国140个救助站，骗吃住还
倒票(《齐鲁晚报》18日A12版)。
估摸也曾到咱烟台救助站混
过饭。琢磨不透这样人怎么想
的，命运不济或者事出意外有
难处了，去救助站接受好心人
帮助，可以理解。干起专业骗
吃骗喝外带倒票的勾当，就太
不应当了。

记得那年凑钱开起个夫
妻店，有一天因故未给乞讨者
钱，结果，她竟纠集了一帮同
伙来闹事，连唱带骂好一通折
腾……社会再宽松宽容，也怕
没底线的人糟蹋。怪不得春晚
上演员说出“若是人心倒了，
想扶都扶不起来啦”，掌声一
片呢！

我想，人无论走到哪步田
地，都不能失去善良。没这个
底线，这人就废了。

读者 鹿子梅

王福鹏：

品品茶茶看看连连载载，，兼兼得得的的两两件件乐乐事事

见证了烟台

茶叶市场的兴盛

王福鹏刚开始做茶叶生意
时，烟台的茶叶市场还不大，那
时烟台人大多喝茉莉花茶。大
约1998年的时候，铁观音开始
进入烟台市场。随后，茶叶市场
逐渐繁荣起来。

“喝茶的人多了起来，茶叶
品种也多了，制作工艺有了很
大改进，茶叶品质也就有了提
升，价格当然也水涨船高，”王
福鹏一边熟练地冲茶分茶，一

边向记者讲述，“相应地，卖茶
叶的也越来越多，大世界、中
正、老三站、东方巴黎这些茶叶
批发市场，再加上街边零散的
茶庄，得有好几百家。”

“现在很多人家里或者办
公室都会备点茶叶，或者自己
喝，或者招待客人，但很多人其
实对茶叶的了解并不深。”王福
鹏说，有的客人到店里来，虽然
他拿出了好茶招待，但客人喝
了却不领情，偏偏想要有甜味
的、有奶香的茶叶。“加了添加
剂制作的茶，虽然符合大众口
味，但那就不是喝茶了，”王福

鹏说，“希望更多的人多去深
入了解茶文化，找到自己钟爱
的品种。”

品茶看连载

是人生两大乐事

报纸和书，是茶的最佳伴
侣。王福鹏每天来到店里，都会
先扫扫地、擦擦桌子，“店里卫
生收拾干净了，就泡上茶，拿出

《齐鲁晚报》看。先看前几页的
重点新闻，然后就抽出《今日烟
台》看本地新闻，最后翻看青未
了，看我最喜欢的连载。”

王福鹏最喜欢历史题材
小说，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
以鉴今。“以前连载过一本写
曾 国 藩 的 书 ，《 曾 国 藩 发 迹
史》，我非常喜欢，”王福鹏说，

“书里对曾国藩的用兵之道，
以及对门徒的培养等各方面
都写得非常生动，让人看了受
益匪浅。”

看报七八年来，王福鹏感
觉《齐鲁晚报》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报纸内容越来越丰富，彩
页也比以前多了，版面更漂亮
了，不过，价格还是那么便宜。”

王福鹏的孩子刚上幼儿
园，“我现在也开始关注教育新
闻了，希望报纸上能多些教育、
医疗等民生新闻，这些关系到
大家的日常生活，太重要了。”

“喝着茶，看着连载，都是
我最喜欢的，真是人生两大乐
事。”王福鹏喝了口茶，笑着对
记者说。

瑞丰超市老板吕其瑞：

十十八八年年坚坚守守的的报报纸纸情情

齐鲁晚报连锁店

卖报十八载

不曾改变

“从1996年起我就开始卖
这个报纸了，到现在算算也有
将近20年了。”吕其瑞说，这个
商店是他跟对象一起经营的，
一开始由对象干了几年，然后
他又接着干了十几年，一直到
现在。

在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卖
《齐鲁晚报》而不是其他报纸
时，吕其瑞告诉记者说：“我当
初觉得《齐鲁晚报》报道的事情
更多一些，介绍得更详细一些，
尤其是对社会民生这一类的新
闻，报道得非常有贴近性。现在
我每天也都会看。”吕其瑞说，
这些年虽然超市也在不断的搬
家，但他一直在卖《齐鲁晚报》。

随着计算机以及网络的发

展，传统的报纸行业越来越受
到冲击，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手
机以及电脑来阅读新闻。在谈
到上述情况时，吕其瑞却说：

“是啊，现在看报纸的人越来越
少了，不过来我这买报纸的人
却都指名道姓地要《齐鲁晚
报》。”吕其瑞说，这份报纸就像
个老伙计一样，看了多年的人
都已经习惯了，而他也会继续
卖下去。

店面虽不大

却也自在

吕其瑞今年50岁，家中的
独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并在一所
物流公司上班，每天下班回家，
一家三口就住在这个面积70平
方米的房子里，而其中大部分
被商店要卖的物品和一些配钥
匙的工具所占用。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一位老太太带孙子来找吕老板
帮忙，吕其瑞的热情也博得了
小孩子的一句“谢谢爷爷”。

记者注意到，在商店所在
的这条街上，商店就有5、6家之
多，面对其他商店的竞争，吕其
瑞颇显自在，点燃一根烟徐徐
说：“顾客愿意去哪家商店就去
哪家，哪家离他们近他们就去哪
家。不过如果他们要想配钥匙的
话，非得来我这家不可，因为就
只有在我这里才能配钥匙。”吕
老板告诉记者，这间商店一年大
约能有个万来块钱的收入，儿子
虽然还没有结婚，吕老板和老板
娘倒也挺平和。

“什么样的生活算是满意，
什么样的生活算是不满意呢？”
在被问到对于生活还满不满意
时吕老板的妻子回答记者：“平
和的生活就很好。”

给痴心传递

正能量的老人点赞

有人说宣传公益，那是媒
体记者的事，退休一身轻，哪
个还会自讨苦吃？有位老爷子
偏不，非得自购器材，扛上“长
枪短炮”跑前跑后拍公益、记
录爱心故事(《齐鲁晚报》4月17

日C13版)。这一做就是十几年，
早已成了机不离身的圈内“战
地记者”。

好人好事往往过期不候，
有时正能量稍纵即逝，单单靠
记者们采访收集传播还不够。
一手做公益，一手抓宣传虽然
辛苦，老人在快乐中发挥余热，

而且坚决不给别人增加负担。
平日老爷子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取景框后拍别人了，建
议同伴给老爷子拍一个特写
镜头！让今日告诉未来……

读者 王沙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高

刚迈进王福鹏的华令
茶店，一股茶香扑鼻而来，
店里货架上，摆满了各种
茶叶和茶具。戴一副黑边
眼镜，温文尔雅的王福鹏
虽然只有37岁，但已经做
了19年的茶叶生意，看《齐
鲁晚报》也有七八年的时
间了。

读者王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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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希望望你你能能永永远远年年轻轻
读者来信

读者 张京楠

说起来，我跟《齐鲁晚报》
的缘分也有很多年了。

记得上小学、渐渐把字认
齐的那个年代，家里就开始出
现一份报纸———《齐鲁晚报》，夹

杂在姥姥姥爷订阅的《老干部之
家》《参考消息》《家庭》之间。那

时候我对“带字的”都感兴趣，

《参考消息》之类的太严肃，于是

每次家里来了这份报纸，我都会

翻开看看。当时的《齐鲁晚报》，

最吸引我的，是鲜活的社会新

闻。这一看，就看了很多年。

我经常在放学之后，把自
行车在报亭外一放，然后把5毛
钱递到窗口里面，“来份《齐鲁
晚报》！”时间长了，报亭的大妈
一见我就把报纸递出来。但是
由于这份报纸卖得太好，有时
候她也会干脆冲我挥手：“今天
的卖完了。”于是我再匆匆赶往
下一家。

有一些事让人记忆犹心。
2003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上
午同学们都在传着一件事：香
港影星张国荣跳楼身亡。由于

那个日子实在特殊，大家都在
半信半疑，而那个时代不像现在
人手一部手机，随时上网查询。
于是，放学后大家又一起冲向报
亭，当一份《齐鲁晚报》递出来的
时候，我们赫然看到了封面上一
张张国荣的大照片，和那个刺目
的标题。一时间，热衷八卦的一
群人也开始无限唏嘘。

还有许多人的死亡，都是从
《齐鲁晚报》上看到的。王小波、
冰心、季羡林……每一次的纪
念性报道，对一个名人一生的
回顾和思考，都让我看到这份

报纸的深度和沉淀——— 一份报
纸，应当有自己的思想，而他的
读者，也才会不止看热闹。

这几年，《齐鲁晚报》也一
直在变。深度加强了，服务性的
内容增多了，版式设计也在一
步步走向更新颖。山东是个文
化大省，烟台是个经济大市，愿

《齐鲁晚报》能把这里的故事讲
好，给这个时代做好记录。让我
们这些从小看这份报纸的读
者，跟着你一起往前走。

也希望你能一直保持革新
的态度，永远年轻。

吕其瑞和他的超市。身材略
显高瘦的他，倒给人一种仙风道
骨的感觉。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朋

走进海滨小区瑞丰
超市，略显拥挤的房间
却给人一种非常亲切舒
适的感觉。一身黑色衣
服、略显高瘦的吕其瑞
正在准备今天的午饭。
当记者表明身份及来意
后，这位给人一种仙风
道骨感觉的老板连忙放
下手头的活计，向记者
讲述了自己与《齐鲁晚
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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