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晚报不得不说的故事”收获情意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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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的李爱民已经看了十多
年的齐鲁晚报，其中的健康专刊
是她关注最多的。

“自从老伴生病，我就开始
关注健康了。齐鲁晚报的健康
专刊是我关注最多的。”李爱民
说，自己的老伴是齐鲁晚报的
铁杆儿读者，自己是受老伴的
影响才开始读齐鲁晚报的。“我
老伴参军23年，受了工伤行动不
方便，因为无法出门，读报就成
了他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李
爱民说。

报纸上的信息大到国家大
事，小到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
每一桩每一件都给李爱民以及
老伴带来极大的乐趣。“因为老
伴行动不便，不能出门，所以看
报纸时就喜欢跟我讨论，我们
就一个新闻能讨论很久，如果
双方意见不统一，产生争议，我
们就会再仔细研究。”李爱民
说，齐鲁晚报是老伴了解世界、
获取知识的窗口。

本报记者 张延宁

我和老伴

一起读报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榕)

在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创刊四
周年之际，本报启动的“我和晚报
不得不说的故事”主题活动在读
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为答谢多年
来订阅晚报的读者，本报又征集
10名“铁杆儿”代表于7月20日欢
聚一堂，与编辑记者共叙编读友
情。

家住中建华府的许庆荣是个
闲不住的人，退休后自己又经营
了一个茶庄，顺便看着外孙。他告
诉记者，自己从齐鲁晚报创刊就
一直订阅，从2000年开始，他买来
牛皮纸、胶水、粗线等收集每一期
的晚报装订成册，基本上是一周
一本，一个月四本。“最初订阅齐
鲁晚报是因为里面的内容丰富，
涵盖了国内外及全省的大事，后
来随着地方版今日德州的推出，

我对这份报纸就更加依赖了。花
五毛钱，既可知晓国内外大事、省
内各地市最新消息，还能把发生
在德州当地的事一并了解了，在
德州像这样的报纸还真不好找。”
许老先生说。

毕业的日子里，陪伴刘方振
时间最长的还是齐鲁晚报。从初
三学校旁边的报亭到回家的公交
车上，从高中放学路上到德州学
院的图书馆，地点虽然在更换，但
他手里的报纸从来没换过。“很少
有学生像我这样，从初中开始看
齐鲁晚报一直看到现在的，我真
是个‘老’读者了。”在刘方振写给
本报的祝福语中，他说：“州城大
地一纸风行，油墨飘香。都市报道
四年耕耘，铅字吐兰。”

在7月20日的“铁杆儿读者”
座谈会上，10位“铁杆儿读者”代

表顶着高温来到报社，建言献
策、与编辑记者共叙编读友情。
当60岁的赵士华小心翼翼地展
开珍藏十三年整的“齐鲁晚报健
康导刊珍藏版”；当81岁的徐渭
为记者展示他为本报制作的“贺
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四周年”珍贵
剪报；当郜洪生从随身携带的两
个大皮箱里将一本本剪报摞起
来……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被震
撼、被激励。

截至活动结束，本报共收到
百余封读者的来信。他们中有李
晓云等热心读者从县里赶到报社
亲自送来的信件；有“铁杆儿读
者”赵永顺满心激动，写下“十年
风雨见真情，让爱与我们同在”的
温馨话语；更有张新生等读者抱
着自己的晚报藏品，不辞辛苦，从
四面八方会聚一堂。

20日，本报“铁杆儿读者”齐聚编辑部，畅谈与晚报不得不说的故事。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我与齐鲁晚报结缘，应该有15

年的时间了。那时我还在泰安读
书，当时每天都会去校外报亭买一
份晚报，一方面能够与外界保持沟
通，另一方面希望趁此读报的机会
好好练习普通话。

现在依稀记得，最早接触齐鲁
晚报，当时报纸版面不是很多，没
现在的报纸这样有厚度，但内容非
常经典。每天拿到报纸后，不管多
晚，我都会去教室跟大家一起分享
报纸。有时候赶上饭点，大家一听
说今天的报纸到了，饭都顾不得
吃，就一窝蜂来抢，人多的时候大
家一人分一张报纸看，看完后再相
互传阅。有时候赶上性子急的，等
不了别人看完，就直接把报纸一撕
两半，一人一半先“解解渴”。

还记得那时候，班里男生最爱
看的也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体育版，
除了介绍当时甲A联赛的信息外，

评论写得很深刻，很有味道，与我
们观点有时不谋而合，大家经常读
了再读，爱不释手；文学版内容则
是女同学的最爱，一个小说连载，
可以让她们一直跟着往下读，还读
得很有兴致。也就从那时起，齐鲁
晚报成为了我最爱看的读物，当时
就想着，等工作了，经济条件好了，
就自己订一份齐鲁晚报，不用再和
大家抢着看了。

如今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我还
是保持着天天看晚报的习惯，不同
的是，现在的晚报内容更全、版面
更多。而作为德州人，平时读报中
更多关注德州本地新闻，也和以前
一样，从头到尾一页页仔仔细细地
看，把好文章用剪刀剪下来，粘贴
在本子上。现在回想当年抢报看的
情景，还历历在目。在齐鲁晚报·今
日德州创刊四周年之际，我由衷地
说一声，生日快乐，谢谢你！

1996年，我住的楼下书店开始
售齐鲁晚报。儿子总是抢着去买晚
报，除了花三角钱买份晚报，他还
能捎带买回两个小火烧，算是奖
励。儿子给晚报创意的广告语很
甜：齐鲁晚报，糖酥火烧！后来咱德
州开始印刷晚报，每天早晨下楼，
我第一件事就是买一份刚印刷的
齐鲁晚报，顺便和卖报的老哥聊聊
报上的热点新闻。

我读晚报，偏重体育版的足
球赛事。一场有鲁能泰山队参加
的球赛，从开始到结束，场里场外
发生的新闻，体育版都有详细的
报道和点评。时间一长，我也按版
面要求，试着写点东西。经历了屡
投不中的苦恼，我的名字终于出
现在晚报的“各方声音”、“球迷论
战”、“热点”等栏目上。

近几天再回过头去翻看这些
“豆腐块”，突然看见一篇《干点正

事吧》，这篇写中超元年足协与俱
乐部对抗的小评论，所议焦点如
今早已水落石出，假如某些人当
年真的开始干点正事，今天的下
场不至于这么惨吧。

除体育版，我还爱给晚报“生
活广记”投稿。开始写了很多，可
总见不了报。后来，慢慢地静下心
来，多从生活中找段子，情况就好
了很多。使用这个笨法子，我写的
小品文不断发表在自己喜欢的报
刊上。晚报“生活广记”版，让我尝
到了真实记录生活的甜头。

我和晚报结缘近二十年，每
天有一份齐鲁晚报相伴，人感到
格外充实。齐鲁晚报是一个很好
的平台。我从中得到许多知识、感
受到体育比赛的乐趣，还有对生
活的热爱和感悟。

我是齐鲁晚报的“铁杆儿”读
者，愿齐鲁晚报越办越好！

齐鲁晚报，糖酥火烧
读者：赵少军 读报时间：18年

一份晚报几个人抢着看
读者：李政兴 读报时间：15年

来信

26余载，从青丝读到白发

1988年与齐鲁晚报结缘，到现
在已经有26个年头，26年从青丝读
到白发，始终不减的是对齐鲁晚报
的喜爱与支持。7月20日，家住禹城
的李洪来冒着近37度的高温赶到
德州参加“铁杆儿读者”的座谈会。

今年73岁的李洪来已经读了26
年晚报，可以说见证了晚报的诞生
和成长。他告诉记者，“接触晚报还
要感谢邮局的一位同志，是他介绍
给我的，我就自己订了一份，每天
读晚报就成为了一种习惯。”从4分
钱一份报纸到5毛钱一份，26年间
从不曾间断。

6年前，李洪来还为齐鲁晚报
创刊20周年作了一首长诗，诗中
写道：“好一个大众品牌，好一份
齐鲁晚报，上负国家之重任，下系
民众之需要，外撷异域之花絮，内
集九州之瑰宝，融进齐鲁山和水，
绘出山东新面貌。跻身行业前三
名，喜为我省添荣耀。”

4年前，齐鲁晚报·今日德州

创刊，李洪来读到了更多身边的
新闻，他说：“今日德州的创刊又
给齐鲁晚报增添了色彩，报道大
家身边发生的可歌可赞、可讲可
看的动人事例，让我们德州人感
到骄傲和自豪。”

李洪来说，看报时一般先看标
题，再看重点新闻，然后是文体类、
广告，最后再看“青未了”，有时会
把青未了剪下来，找时间细细看。

“到现在，我已经剪报30多本了，还
给它们取了名字，叫‘集锦’。”

“从前有句话叫，秀才不出门，
便知天下事，看晚报不光知天下
事，还有最具新闻性的新闻，真是
让我们这些人比秀才还秀才。”李
洪来说。 本报记者 张延宁

本报记者 李榕 整理

整场座谈会下来，现场气氛
热烈，老读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阐述着与本报特殊的感情，他们
还纷纷建言献策，表达对本报的
期冀。

今年69岁的许兰香是法院的
一名退休职工，长期工作养成的
职业敏感性让她对法制案例格外
关注。她告诉记者，自打本报创刊
以来就一直订阅，早上5时起床的
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报纸，但让她
稍有遗憾的是，报纸上鲜有法制
方面的典型案例，这让她多少有
些“不过瘾”。“我建议开设一个法
制专栏，让老百姓在读一些典型
人物和故事的同时学习法律知
识。”

和许女士不同的是今年52岁
的老读者张振中。“我希望能够多
连载一些完整的小说。”张先生告
诉记者，平时爱看小说的他一直
关注本报的小说连载，但由于某
些原因导致小说中途停载，让他
浑身难受。

还有老读者希望增加一些养
生知识，有老读者希望扩大版
面……无论是怎样的建议本报都
在虚心听取，这些老读者们用自
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与本报的特
殊情怀。

本报记者 楚俊玉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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