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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迎创创刊刊五五周周年年，，本本报报寻寻铁铁杆杆粉粉丝丝
如果您是本报忠实读者，请致电0635-8451234

有齐鲁晚报
做生活向导，真好！

本报聊城5月28日讯(记者
王传胜) 一纸风行近30年，

齐鲁晚报在聊城有一大批铁
杆粉丝，常年订阅，每天读报，
热爱收藏报纸。今年6月18日，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将迎来
创刊五周年，本报启动“我与
齐鲁晚报的故事”有奖征文
暨寻找金牌读者活动，如果
您是“齐鲁晚报收藏王”，或
者您热衷剪报，请致电告诉
我们。

在聊城，有大量市民常年
订阅齐鲁晚报，还有一大批铁
杆读者，有的读者从齐鲁晚报
1988年创刊至今，9000多期报
纸一期不落地收藏。如果说的
正是您，请来电告诉我们，您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金牌读者！
我们将派记者到您家中，听你
讲述齐鲁晚报的故事。

“我与齐鲁晚报的故事”
有奖征文活动，请结合具体事
例阐述，提倡故事化，细节化，

忌空泛议论，千字文最佳。
金牌读者参选条件：连续

多年阅读齐鲁晚报；曾是齐鲁
晚报的报道对象；在齐鲁晚报
发表过作品；参与过齐鲁晚报
组织的各类活动；人生历程受
到齐鲁晚报的重大影响；了
解、认同齐鲁晚报的报道手法
与价值理念；对齐鲁晚报的未
来发展有独到见解。以上条件
满足其中一条即可。

与此同时，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读者俱乐部正在筹建
中，参与本次活动的金牌读者
和优秀获奖者除获得丰厚奖
品外，将成为读者俱乐部的首
批会员，享受会员的权利和相
关待遇。

投稿方式：发送电子邮件
至357307429@qq.com，或邮
寄至：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
辑部(聊城市兴华西路93号)，
邮编：252000。

咨询电话：0635-8451234

上高中时，喜爱看齐鲁晚报
的我，语文、政治等文科成绩总让
同学投来羡慕的目光。

2009年6月18日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破土而出，期待她多些聊
城新闻的读者为之眼前一亮。

5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
是弹指一挥间，但在齐鲁晚报与
我的成长经历中，在不断地学习
中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
真没想到自己的名字也会变成铅
字印在晚报上。

齐鲁晚报开阔了我的视野，
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有了你的
陪伴，生活便不再寂寞。每每将自
己在各大媒体上刊发的稿件制作
剪贴本时，少有的成就感会充盈
在胸，激发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闲暇时，我喜欢写些随感、杂
文、时评等寄到报社，不求发表，
只是获得一份充实，这也正是自
己乐趣所在。一段时间下来，竟小
有成绩，有不少稿件见诸报端。我
不禁飘飘然起来，随手写些东西，
不考虑是否有价值就快速地寄发
出去，每天都在焦急等待中度过。

结果，等来的都是事与愿违，
稿件又如起初一样泥牛入海，没
有回音了。我不但没有在写作上
找原因，反而怀疑编辑是否识货。
静心一想，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劳
动，要立足生活，体味生活，写出
的东西才不肤浅苍白。

细想写稿之初，也只是凭着
心血来潮，其中包含更多的是编
辑记者对我的鼓励，那也只是写
作的昙花一现。现在我明白，要想
使写作之花常开不败，不但要有

“庄稼不收年年种，稿子不发天天
写”的韧劲，更要有“板凳宁坐十
年冷，语不惊人不罢休”的恒心。

我在机关工作，会响应“走转
改”的号召，走出“身在基层不知
生活，人在基层心在机关”的怪
圈，写出更多接地气、有生活气息
的稿件来，写出更多优质稿件，当
作二次就业时走进齐鲁晚报这个
大家庭的入场券。

回首想来，成长的路上有齐
鲁晚报作向导，真好！

(读者 柳凤春)

为了筹集高昂学费

准准研研究究生生无无奈奈上上街街摆摆摊摊卖卖西西瓜瓜
本报聊城5月28日讯(记者

王传胜) 28日上午，在聊城
大学北门附近，徐国旺早早卖
完西瓜收摊了。今年，他考上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可是
因家庭贫困，他只好想法自筹
高昂的学费。在没人买瓜的间
隙，他还不忘看会儿书。

小徐说，他父亲今年66岁
了，年轻时靠做电焊工养家，
有一次不小心导致一只眼失
明，另一只眼也因长期营养不
良且患白内障，视力越发模
糊。现在家里唯一的收入来
源，就是靠母亲种地。小时候，
因为家里穷，学习成绩优异的
姐姐，没上完初二就主动辍
学，回家帮父母干活。

2010年，小徐高中毕业考
进了聊城大学，大学期间申请
了助学贷款，由于学习刻苦，
屡获国家奖学金，这些奖金成
为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上大学
四年，他很少从家里拿钱。

为了考研，从去年11月起，
小徐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
坚持学到晚上10点多。苦心人，
天不负，小徐实现了自己的考

研梦，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专业录取。

但是，每年8千元的学费
却成了他最头疼的事，三年就
是2 .4万，再加上日常花销，是
一笔巨额开支。小徐说，他在
聊大上学期间，已经申请过近
两万元的助学贷款，至今还没
还上。

还有三个月，就要开学
了，小徐想了很多赚钱的办
法，最终决定先从摆地摊做
起。就这样，小徐借来了三轮
车，从5月24日开始卖西瓜。最
初的那几天，小徐羞于开口，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叫卖。

通过几天的练摊，小徐总
结出一些经验：去许营进西
瓜，早晨5点多出发，赶回来赶
紧卖，最多一天卖出去700多
斤，但利润低，还要支付租车
钱，每天也就赚150到200元左
右。“这两天西瓜涨价了，太
贵，进不起，我又开始卖甜瓜，
进了500斤，却很难下货，特别
着急。”小徐说，他还得继续卖
西瓜，现在天气热了，西瓜销得
快。

小徐上大二时，因学习特
别努力，又在学生会工作，小
徐几乎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
晚上12点后才上床睡觉。长期
的疲劳，他的身体最终也撑不
住了，后来他在聊城市人民医
院被确诊为脑膜炎。

“那段日子，我在宿舍里
躺了两个月，脖子和后背全部

僵硬。”小徐说，当时，病情最重
时，每天要输22瓶液体，感觉成
了废人，曾产生自杀的念头。

“但是，一想到父亲，那么
多年来，他眼睛看不见，仍能
健康乐观地生活，我怎能被眼
前的困难打倒？”小徐说，他暗
下决心，要赶快好起来，靠自
己的努力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那场病，小徐花了4万多
元，这对于他们家来说，无疑
是天文数字。当时，校方通过
爱心基金，给他筹了一笔钱，
加上他平时攒下的助学金、奖
学金，全都搭了进去。

大学期间，小徐每天都安
排得满满当当，通过各种方式
来丰富自己。 记者 王传胜

大学期间很努力

疲劳过度曾患脑炎

延伸阅读

高校生毕业季临近，毕业照又开始火了

个个性性毕毕业业照照催催生生大大学学生生摄摄影影工工作作室室
本报聊城5月28日讯(记者

窦晴 ) 眼下高校毕业生毕
业季临近，社交网站上各种各
样或令人捧腹、或奇巧古怪的
毕业照又逐渐开始流传了起
来。记者采访发现，近两年来，
这些个性毕业照带火毕业摄影
的同时，也催生了大学生摄影
工作室。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对毕
业照的追求，这两年是越来越
火。出于对照片质量考虑，不少
学生还选择了专业摄影楼进行
拍摄，但是并非所有影楼都愿
意接单。记者在市区一影楼采
访时，店员告诉记者：“现在影
楼生意都不好做，所以学生的
单子如果价格好的话还是可以
接的，就是利润太小，又挺费事
的。”

在2013年毕业季，聊大校
园还没什么动静，然而今年的
毕业季，校园里一下子冒出来3
个摄影工作室，一时间校内通
知栏可见各个工作室的各色宣

传海报，煞是热闹。聊城大学传
媒学院的大二学生金辉就是

“魔方”摄影工作室的发起人之
一。“我们觉得校园里有这个需
求，而且跟我们自己的专业也
有关，就合伙一起做这个事
情。”金辉这样解释他们创业的
初衷。

这家工作室今年三月份成
立，他们先给熟人免费“试手”，
正式运营以来，总共接到四个
单子，委实不算多。同是工作室
成员的传媒学院大三学生张策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分析
了形势，觉得市场很大。今年聊
大有7000毕业生。满打满算校
园摄影室才4个，学生工作室3
个，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大有可
为。”然而同时，他们也提到，他
们能接到的单子还很有限。“一
些很大型的摄影，老师啊、班级
啊，都有固定的合作对象，我们
想掺和进去比较难。”学生摄影
工作室的日子并不好过，目前

“魔方”工作室接到4单，最低的

每单200元左右，然而投入却是
较大的：算上服装、人力等费
用，他们投入已近5000元；在这
个人脉关系犹如盘根坚固又复
杂的校园，他们的前进步履维
艰，创业，似乎没有想象得那样
顺利。

徐先生在聊大校园里经营

了20年的摄影室，谈及今年新
冒出来的学生摄影工作室，他
说这些开始让他新奇了一阵
子，不过他很快发现，多数学生
摄影工作室缺少科学的规划，
加上学生普遍眼高手低，发展
空间很有限。“但也许实践一下
未必是坏事。”徐先生说。

学生摄影工作室为毕业生拍摄毕业照。
记者 窦晴 通讯员 金辉 摄

本报捐书活动

募集图书3000余册
本报聊城5月28日讯(记者

郭庆文) “我们这边筹集了2000
本书，正在分类。”28日，开发区振
华购物中心发动全体员工为爱心
捐书活动募集了2000余册图书，
截止到目前为止，本报“帮帮团”
爱心捐书活动共募集图书3000余
册。

5月份以来，本报携手开发区
振华购物中心举办爱心图书捐赠
活动，送给福利院的儿童、捐赠给
农村贫困小学，一经报道许多热
心市民和爱心企业为孩子们捐
书。

截止到目前为止，开发区振
华购物中心、水城集团等爱心企
业和热心市民共捐赠图书3000余
册。在儿童节前后,所捐部分图书
将送给福利院的儿童,市民也可
为这些孩子捐赠玩具等物品,届
时欢迎爱心家庭报名参加,看望
福利院的孩子。剩下图书将以爱
心图书室的方式捐赠给农村贫困
小学,符合条件的学校可以报名
参加。

“帮帮团”爱心捐书活动电
话 :18365751796,15106351701或
8451234,可将图书直接送到齐鲁
晚报社,地址:聊城市兴华西路93
号(兴华路向阳路西北角,古楼街
道办事处二楼)。也可将图书送到
开发区振华购物中心一楼服务
台,咨询电话5089166。

徐国旺和同学在聊大附近摆摊卖瓜。

我与晚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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