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郜洪生平生最爱读报和骑行

读读报报就就是是一一次次新新的的旅旅行行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榕)

“我相信我们能读懂这份作
品。”7月20日下午，齐鲁晚报·今
日德州创刊四周年“铁杆儿读者”
座谈会上，郜洪生老人将一份特
殊的礼物带到了本报编辑部。它
是老人亲手制作、记录晚报成长
的3 0多本大大小小的剪报，从
2001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退休后总感觉心里空落落
的，就开始长期订报，这一看就
是14年。”郜洪生读齐鲁晚报已
经14个年头，座谈会当天，60多
岁的他硬是提着两个大皮箱来
到现场，里面整齐地摆放着自己
亲手制作、记录晚报成长的30多
本大大小小的剪报。

郜洪生说，他平生有两大爱
好，读报和骑行。退休后，他每天
骑自行车去高铁东站一个来回，
老伴则每天去公园遛弯。但每天

回到家后，两个人做的第一件
事都是开报箱读齐鲁晚报。他
最喜欢看的是评论和体育两个
版，老伴最喜欢读青未了版块。
此外，自从齐鲁晚报·今日德州
创刊后，他们又多了一个了解
德州本地新闻的渠道，例如，南
水 北 调 东 线 一 期 主 体 工 程 完
工、大运河申遗成功等一些有
关德州城市建设的大事，他更
是关心。“获取这样的信息后，
既能了解到城市建设的最新动
态，还获得了一个谈资，与老朋
友、亲戚聊天时，我就可以给他们
讲上一段。”

“读报就是一次新的旅行。”
让老人最引以为豪的是，他迄今
已经整理了五本骑行影像记录，
里面大大小小拍摄了几百张照
片，记载着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而他巧妙地将读报和旅行联系起

来。在郜洪生带来的影像记录本
里，2014年3月22日他在陵县驻地
的留影，旁边配发的是他亲手制
作的标题“‘孤雁单飞’陵县第15
次”；在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留
影的标题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去
了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

“这些‘骑行影像记录’记载着我
骑行走过的每一个地方，上面每
一张照片的标题都是我从晚报上
一个字一个字剪下来，拼接组合
而成。”郜老一脸兴奋地向在座的
老伙伴们介绍。

对 于 今 日 德 州 周 阅 读 版
面，老人这样评价，“内容更丰
富了，视角更独特了，版面更时
尚了，报道更贴近了”。郜老先
生说：“希望德州本地的新闻再
增加，这样咱老百姓掌握的信
息就更多了，我也有更多的谈
资了。”

郜洪生将亲手制作、记录晚报成长的30多本剪报带到了本报编辑部。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来信

一份报纸
持久相伴

十三年前，我还只是个小学
生。每天蹦跳着走在夕阳西下的
小路上，和同学谈论最多的话题
永远是去哪里吃好吃的，到哪里
玩好玩的。却也是在那个时候，从
课堂上，第一次知道了齐鲁晚报的
名字。从此，一份看似平淡无奇的
报纸，伴我走过十三个春秋。

依稀记得，那时候的自己，
经常在午后搬个小马扎，在老家
那棵老槐树下，捧着一份报纸，
细细地看。遇到不认识或不懂的
字眼，总要翻开随身携带的“新
华字典”查个明白。等到终于理解
报纸上那些晦涩难懂的字眼时，便
有一种莫名地成就感，也是在那个
时候，心里暗暗埋下一颗想要成为
一名文字工作者的愿望。

后来，上了中学，开始忙于
学习，渐渐忽略了读报，只能在
很多个深夜或学习的空隙匆匆
浏览下晚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
始，养成了每周末剪报的习惯。

再后来，离开父母，只身一
人前往2000公里外的成都求学。
身在异乡的日子总是有些孤单，
幸好，可以在每日课后，奔回宿
舍，看晚报的电子版。仿佛，我和
晚报，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总
有这每日一次的约会。

那日去滨州出差，经过一个
报刊亭，从车上，一眼就看到熟
悉的“齐鲁晚报”四个大字。刹那
间，和晚报一起走过的日子，立
刻涌现在眼前。——— 我和晚报，
原来是这样的熟稔。像是，经年
不见的老朋友。

二十六年，一个孩子成长为
青年。二十六年，一份报纸，持久
相伴。

本报记者 李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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