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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高 收

互动台

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开办
的栏目，读者版每周二与大家
见面。

“我来评报”栏目欢迎各位
读者对本报的各版新闻、评论、
文章进行点评。

“纠错”栏目欢迎大家吹毛
求疵，错别字、常识性错误，甚
至标点错误，欢迎您在此处大
胆指出。

“读者来信”栏目，欢迎大家
为本报提出办报意见和建议。

“读者故事”栏目，是读者
讲述自己身边故事的平台，生
活中的琐事、趣事、伤心事，欢
迎大家来此唠唠，配图更佳。

我来评报

徐茂斌：

生生活活一一刻刻停停不不下下来来

我我的的良良师师益益友友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肖袁丽

见到徐茂斌的时候正是
中午12点半，她忙了一上午，
刚帮女儿找好修屋顶的泥瓦
匠，又要赶到幼儿园去接生病
的小外甥，连午饭也顾不上
吃。

“我经常忙得一天吃不上
饭”——— 很难想象，这句话是
从一个退休10年的65岁老人口
中说出来的。等我们聊完她的
故事，才发现她的生活真的很
像那句广告词“根本停不下
来”。

读者故事

读者来信
去年3月16日，是我和齐鲁

晚报初识的日子。那天，我去车
行保养车，在客户休息室等候
的时候，随手拿起了一份《齐鲁
晚报》阅读。当我看到拍客版上
的一个个有趣的图片时，顿时
便被吸引了。从那天起，我和齐
鲁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家后，我往拍客邮箱投
了3张照片，没想到三天后就发
表了一张。第一次在报纸上看
到自己的作品见报，心里别提
多激动了。后来，我成为了拍客
版的忠实粉丝，经常投稿，作品
也陆续见报。

4月21日，当我拿到报社寄
来的100元汇款单时，兴奋地拿
着身份证去了邮政储蓄。由于
我的名字中有个错别字，取不
出来稿费，在我联系了报社后，
当时的编辑于洁第二天便致电
给我表达了歉意。我提出直接
把稿费抵成报纸的建议，于洁

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从5月
开始，我们全家人看上了我用
稿费交换来的《齐鲁晚报》。

作为忠实读者，我每天都会
在第一时间阅读，作为一名烟台
人，我更加关注《今日烟台》。每周
的周二到周四，我总是先翻到拍
客版，看看有没有我的作品。《今
日烟台》不断创新和改版，自去
年7月份以来，《今日烟台》增设了
行走烟台版，行走烟台以其独特
的风格、浓厚的文化氛围深深地
吸引着我，每次阅读行走烟台，
都会让我激动又激昂。对于学中
文出身又爱好写作的我来说，我
逐渐把对拍客版的热情转移到
了行走烟台上，记得第一次投稿
行走烟台时，心里边紧张、忐忑、
兴奋、担忧、期盼，五味杂陈。当看
到自己的“大作”发表后，一股成
就感油然而生，心里暖暖的，比
吃了蜜还甜。

《今日烟台》浓厚的文化氛

围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一直在这
个宽广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示自
我，创作的脚步从未停歇，不管
是“人文”还是“五味”，不管是“地
理”还是“话题”，都留下了我的足
迹。

齐鲁晚报就像我的良师益
友一样，因为认同，所以有归属
感。相信齐鲁晚报在未来的日
子里会越办越好，我会伴随着
她一直走下去，走向新的征程。

邹芸霞

“学生整形热背后有隐忧”(7月
23日C04版)

大侄长得漂亮，大学毕业
去应聘，简历强调一条：本人零
整容。我曾提醒大侄别牛大了，
如此优越感有失心理健康。他
反驳：这总比整容整出的帅哥
健康快乐。

要我说，年轻人生得美丽
占据一定优势，但需悠着点，应
该注意多充实自己。形象不起
眼的也不必去整容，毕竟手术
有风险开刀需谨慎。而且，整容
后遗症据说挺可怕，有的明星
整容后终生痛苦。相信有觉悟
的人们会给形象不济者，甚至
卡西莫多们以更大发展空间。

芝罘读者 刘春雷

“浇地成本高，部分农民看天吃
饭”(7月21日C03版)

风雨过后，抗旱话题似乎
一夜之间即被遗忘。现在浇地
成本真是不低，我们这儿也是
为保出钱多的果树，舍了大田
庄稼。

来了及时雨，忘了抗旱难。
这会儿反思一下：我们当初做
到千方百计积极抗旱了吗？我
耳闻目睹的事实说明，如果再
多争取争取，多流汗水，大田作
物损失会小些。

蓬莱读者 舒普

“班主任逼着报班，20天花5000

元”(7月23日A10版)

应试教育不做彻底改变，
补习班能取消吗？现实状态，补
习班能不收费吗？就像硬让小
胖墩练下蹲，勉为其难啊。作为
家长，俺是左右为难。许多和我
一样纠结的家长都犯难：为了
孩子未来，咬牙也得“出血”不
是？为人师表当以德为先，不计
私利，即便非要收取必要费用
也该“温柔”点，宰人做法过分
又缺德。

芝罘读者 衡平

“4 2天，也许我可以为你做更
多”(7月24日A10版)

这是癌症妈妈剖腹产子系
列追踪报道结尾的一篇记者手
记，是一篇感动我的文字。说实
在的，这些年对信息产生麻木
已然难得感动。作为负责任媒
体代表，齐鲁晚报在癌症孕妇
为产子作难时，毅然伸出援手，
呼唤爱心，成全受难妈妈并将
她推到我们面前，共同体味痛
苦、快乐、生死……令我感同身
受心痛不已。

逝者已去，回想42天，记者
有几分自责：知道吕娜最挂念
孩子，盘算给她录一段视频，好
让孩子懂事后明白妈妈为他耗
尽了生命。42天，记者见证吕娜
被癌症折磨的痛苦，见证她对
平安产子的期盼，也曾见证当
初因无医院接收而绝望的眼
神。其后，由毓璜顶医院到家
中，记者一路追随。这是爱心接
力的42天，令人难忘的42天。

芝罘读者 王淑娥

即便是“把”自己忙成这样，
徐茂斌依旧有看《齐鲁晚报》的
习惯，至今已经有三年多了。

“之前也订过其他的报纸，
但是订了《齐鲁晚报》以后，就只
看这份报纸了，因为内容真的
很齐全。”徐茂斌说，因为白天
有忙不完的事，所以常常到了
夜里一两点钟，才能静下心来
读一读这份报纸。“有时在客厅
看，有时在阳台看，有时候干脆
坐在厕所看。”徐茂斌笑说，看

不完这份报纸，也如同没有完
成当天的事一样。

有一次，徐茂斌一边洗脚
一边读报，读着读着就睡着
了。忽然“哐”的一声，等她醒
过来，发现自己拿着报纸摔在
地上，盆都摔碎了。家里人说
起这个段子，常常忍不住“教
育”她。

徐茂斌最喜欢看社会新
闻，而在这其中又最喜欢跟教
育相关的新闻。“从幼儿园入

学到考高中考大学，我都关
注，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做准
备。”生活中跟朋友聊起相关
教育问题，她仿佛教育百事
通，这些大多数都是从《齐鲁
晚报》看来的。

“我经常参加你们搞的活
动，比如前几天你们搞的高招
汇活动，我也去参加了，别人
问我，阿姨你孩子多大了，我
说五岁。”徐茂斌说到这儿自
己也忍不住笑了。

大忙人徐茂斌一刻也停不下来。
实习生 肖袁丽 摄

徐茂斌是以这样一个匆
匆忙忙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
视野里的：头戴一顶印着“Yan
tai Lvyou”字样的遮阳帽，拎
着一包东西，她说话时都像要
随时一个箭步跨上 5路公交
车。

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己已
经“匆忙”了一辈子。从企业退休
后，她好像更忙了，除了一手带
大了小外甥，家里的里里外外，
亲戚朋友遇到大事小情，都能
看到她的身影，“别人都不相信
我这么忙，家里老头也不乐意
我这样，但是停不下来。”

家里的父母都已90岁高

龄，每年她都会专门拿出时间
回家看望父母。每到冬天婆婆
还会来徐茂斌家住，加上小外
甥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徐茂
斌几乎每天都天不亮就起床，
要一气忙到夜里一两点才躺
下。虽然说自己很精神，但她
常常给小外甥讲着讲着故事
就睡着了。

即便如此，徐茂斌对很多
事都是一点儿都不会放低要
求。比如，为了更好地照顾小
外甥，退休后的她硬是考出了
月嫂证；每一天，家里都要打
扫一遍，早上起床后的床单不
拿出去抖一抖绝不会叠起来。

喜欢养花的徐茂斌还养了一
阳台的花，浇水、摆盆，不侍弄
好了这些东西她绝对不睡觉。

这种“操不完心”的状态
也让老伴很是心疼。有意思的
是，为了给她“刹车”，老伴常
常偷偷破坏她的花。“有一次
我回老家照顾老人，回来一
看，所有的花竟然都只剩了花
盆。”徐茂斌说，其中有一棵君
子兰她养了十几年，竟然被她
在楼顶上找到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很
无 辜 地 说 自 己 什 么 都 不 知
道。”徐茂斌哭笑不得地说起
来。

为让她少忙会儿，丈夫扔了她的花

夜读《齐鲁晚报》，一天不落

剪报趣事

精精装装剪剪报报本本
当年——— 没想到我现在也

以“资深中年人”口气讲话了，
年轻时简直无法想象。那时，在
我们团政治处，只要我和魏训
相魏干事站一起，准保有戏。尤
其是电影组小刘在场，他那张
乌鸦嘴一准儿对我俩“机枪点
名”：双峰骆驼！

我和魏干事都是笔杆子兼
书虫子，最主要是我俩都熬成驼
背小老头儿，到一起可不就凑成

“双峰骆驼”啦？这在一向训练有
素的部队可是一道风景。

魏干事大我十几岁，算前
辈吧，他笔头子有功夫，我老惦
记上他那儿偷艺。他在报刊上
发表的东西，篇篇都刻意咬文
嚼字。而我最敬服他的是极其
认真的学习态度，他自己装订

的精装本剪报叫我特眼儿热。
魏干事弄剪报那叫一个专

业，桌上一溜足有一个加强班
的剪报本：每本都有寸把厚，一
水儿用十六开蓝色塑料皮本夹
装订。咋这么整齐？我翻开厚厚
的本子看明白了，原来剪报贴
得多了本子一头沉，他在装订
线下又加了一些纸条，平衡了
本子的薄厚。“老家伙”心细，腰
板虽不直站队列不济，可把剪
报本队列整得刀切刷齐。

我翻看，他剪报分门别类，
不怪是坦克师出身，处处玩转
技术活。翻到我感兴趣的一本，
是军报老记者宋群的专辑。魏
干事说，知道为啥给老宋“出单
行本”吗？人家写得好可不卖
弄，不凑热闹，从没得过什么征

文奖，却是全军公认的好记者。
他指给我看：“瞧瞧，这组老干
部发挥余热的稿子，从语言到
行文多有特色……”还有我喜
欢的当时军报青年记者简妮专
辑，老魏说这妮子写得洋气。

后来，我复员到地方，剪报
习惯一直没改。年初，听说妹妹
爱上写作，在单位“老骥伏枥”，
我用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将多
年积存的一本人物通讯剪报快
递给她。妹妹惊叹怎么剪贴得
这样讲究呢！答复：跟大“驼哥”
学的。这几年在装饰行业干，发
现推介广告图册越发越多，有
很大一部分浪费掉了实在可
惜。我就捡回一些用作剪报本。

因为《今日烟台》让我重拾
拙笔，我剪报重点逐渐放到齐

鲁晚报上。分版面分栏目，我用
我自制的精装本收藏着我心爱
的齐鲁晚报。我依托我的这份
收藏，享受生活陶冶情操恣得
不行。而且，我头两天还不知天
高地厚地向单位领导夸下海口
要为宣传企业文化做贡献呢。

也不知转业回老家江苏丰
县的魏训相兄现在身体好不
好，真想念你啊我的老“驼哥”！

芝罘读者 扈刚

读者来信

C18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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