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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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凯：

每每天天两两点点出出门门，，风风雨雨无无阻阻

见习记者 朱文朋
实习生 王茜

每天凌晨2点，当家人还
在睡梦中时，杨凯就出发去
发行站整理自己当天要投送
的报纸了。不论天气好坏，他
都会准时把报纸送到零售摊
点。杨凯说，两年多下来，每
天都会跟许多人打交道，日
子过得很是充实。

我是发行员

“清水白流近一个月”( 8月6日
C06版)

这是一条想必有人过目即
忘的消息，完整标题是———“鱼
鸟河公园里，有清水白流近一
个月/市民怀疑是地下自来水
管破裂，牟平区自来水公司：将
尽快现场查看！”

相比之下，有多少人还在为
抗旱、饮水发愁，甚至就在“麦德
姆”之前，烟台还旱得要命呢。

“尽快现场查看”？快点吧。
听街上有人议论他们厂一

个夜班白白跑了近万元的水，
那人洋洋自得地说：工资给得
太少，不然我管管这“闲事”就
是举手之劳，跟玩儿一样……
看来还是要寄希望于有责任
心、敢于担当的人。有人只知赚
钱，凑一个加强连也白搭。

芝罘读者 雷之

“美籍华人送贫困孩子烟台一
日游”(8月7日C11版)

心向远方走向未知，世人共
愿。然而，有一群孩子却只游走
于家庭和学校之间。看海、玩沙、
进城逛街对他们来说都是奢望。
好心人吴先生有感于贫困孩子
这个小小愿望，出资赞助孩子们
烟台一日游，实现“远行”梦想。

实现小愿望，预示大希望。
告别闭塞无知，孩子们在众多
好心人的关爱下，行走烟台爱
恋家乡，小试稚嫩翅膀，感觉老
好了。而且，做完一期接茬做第
二期，掌声在哪里？呱唧呱唧！

蓬莱读者 石子晶

“怕树倒砸阳台，居民扒了树
皮”(8月6日C04版)

有个来自林区的朋友说早
年扒过桦树皮用作引火之用，现
今反思那就是残杀生命。虽不能
与侵略者剥活人皮相提并论，但
从晚报配发的照片看，被剥皮的
树木仍令人触目惊心。

老小区树木没有修剪加
固，管理、维护缺失，怎么能不
出问题？受影响居民在求助无
门情况下自行解决，使出绝命
招数，“废”了街树。这样非常规
处置肯定错误，且涉嫌违法。当
务之急在于理清责任，保证现
在及日后管理及时到位，并调
整绿化规划，更新适宜街树。待
各方关系都捋顺好，明确管理
责权利后，谁再敢对绿化树木
下黑手那就要立马惩处。

芝罘读者 林内

“开发区海滨路开辟慢行动线”
(8月7日C07版)

开发区海滨路的悄然变
化，让我嗅到了一种信息：想到
还要做到，为民服务重在见实
效。给市民打造更多更大更宽
广享受生活的优雅空间，说明
曾经被忽略的需求正在得到充
分尊重，这殊为可贵。

昔日有人总不想让老百姓
过得太安逸，怕庶民因逸生事，如
今此观念被摒弃，文明仍取上位，
这也算是新政的一个取向吧。

芝罘读者 迟海涛

杨凯说，自己两年前开始
做零售发行员。不同于固定的
投递，自己要在老客户的基础
上不断开发新的零售摊点，这
就让原本性格内向的他多了
许多锻炼的机会。而由于每天
都要在凌晨一点多起床，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买了俩闹
钟。

“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
听不见手机定的闹钟，所以就
买了俩闹钟，一大一小，都定

在同一时间，就怕自己起晚
了。”杨凯笑着说到，现在做了
两年多的发行员，闹钟已经用
不着了，到了时间就自然醒。

因为起床时间都在凌晨，
为了不把妻子和儿子吵醒，杨
凯每次都要特别小心，有时候
干脆自己睡一间屋，妻子和儿
子睡在另一间屋。

“有时候跟孩子三四天
才能见上一面，自己有时间
的时候儿子正好在幼儿园，

等儿子放学之后，自己因为
要起早又早早睡了，时间正
好错开了。”杨凯说，因为工
作时间的缘故，一开始的时
候家里不是很理解，但现在
妻子也慢慢支持他，前段时
间还帮他开发了一个新的零
售摊点。现在儿子正放暑假，
以前答应过他，要跟他一起
出去玩，到现在也没能兑现
承诺。“时间抽不大出来，必
须要把工作做好嘛。”

一开始要俩闹钟，现在不用闹钟自己醒

大雪天带伤投送，工作中诚信最重要

读者故事

处处处处留留心心皆皆学学问问

本报记者 刘高
实习生 苏逸

张宜人，虽然年过八旬，但

仍然坚持每天到图书馆看报，
对《齐鲁晚报》也是赞赏有加：

“二十多年了，好。”有人说：“人
的一生，能努力做好一件事就
很伟大了。”而在过去的这几十
年，张宜人最大的心血与成就，
便是花 2 2年时间主编出版了

《烟台市交通志》。

治学严谨考证不畏繁琐

在主编《烟台市交通志》期
间，张宜人几乎每天都要去图
书馆查阅资料，“那时没有复印
机，所有资料都要手抄下来。”
张宜人说，这本书总共有三十
多万字，可光阅读的文献资料
恐怕就得有700多万字。

不光是查阅资料，张宜人
说：“有的资料还需要考证，需
要去排查。”在看书时，有一本
县志中提到，1940年前后，烟台
有洋车约4000辆。1928年出生的
张宜人，彼时正上小学，他明显

地感到那时每天能看到的洋车
最多有100辆，全市不可能超过
1000辆。

带着这个疑问，他走访了
烟台曾经拉过洋车的几位老
人。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确实约
有1000辆，但是那本书提到的
4000辆，是把拉煤等货物的洋
车都算上。“所以，搞学问，定义
很重要。因为不同的定义往往
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张宜人
说，“我们都不能尽信书，而要
更加严谨地看待。”

走访中留心得到的线索

张宜人的女儿说，爸爸真
的很爱学习，无时不刻都在看
书，尤其是在编书期间，常常半
夜有灵感就把它记录下来。即
使平常看电视，也在随时做手
抄，做记录。“俺爸真的是全身
心投入了。”

不仅要泡图书馆，在编书

期间，张宜人常常需要到烟台
各地走访，这在交通不便的以
前，确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有一次去养马岛搜集资料，
由于当时基本没有公交车，雇车
一起去花销又太大，张宜人只能
步行过去，而且是住在那附近最
便宜的地方。连续走访两天，张
宜人始终没有满意的收获。第三
天，铆足了劲的张宜人决心一定
要有所收获，却在最后贪多行
程，直到天黑还没回住处，更要
命的是他迷路了。

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
后，张宜人遇见一位热心的清
洁工。在清洁工送他回家的途
中，张宜人与之攀谈了起来，原
本为了解闷，张宜人却在聊天
时意外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
资料。“所以啊，在生活中，处处
留心皆学问。”张宜人一边笑
着，一边以一位温厚长者的身
份谆谆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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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行员来说，恶劣天气
可能是他们最不愿意看见的。但
是为了保证每个零售摊点都能
及时拿到当天的报纸，就算天气
再坏，也要保证工作质量。

“冬天和夏天是最困难的
两个季节，冬天下大雪，夏天
下大雨刮台风，我们都要保证
当天报纸的投送。不去的话就
是不讲诚信，以后的工作就很
难再做下去。”杨凯说，有一次
冬天下大雪，自己还是跟往常
一样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去送
报纸，但雪天路面太滑，车倒

了，直接压到自己腿上，“疼得
我走路都非常困难。”但是第
二天还要继续工作，只能带着
伤继续，直到现在，遇到刮风
下雨天气，腿还是有些疼。

“刚开始接触这份工作的
时候，自己记不住每个摊点的
位置，就很容易出现遗漏，但
现在基本上在脑子里就有一
个完整的地图，每天投送完报
纸后都会自动在脑子里过一
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遗漏。”

对于自己最看重的诚信
问题，杨凯说，因为自己投送

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很多人都
见不到自己。而因为自己讲诚
信，他们一般不查数量直接
卖。“我每天要跑七十多个零
售摊点，送八百多份报纸，你
给人家多少，人家就卖多少，
大家一般都是拿了报纸直接
卖，到了一定时间去收报款的
时候很爽快，这时候，每天都
准时准量很关键。”

杨凯说，诚信肯定是第一
位的。而在老零售摊点的基础
上继续向外围拓展新的摊点，
诚信尤其如此。

每天凌晨2点，杨凯就得出
门了。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朋

摄

相相约约未未来来
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作为《齐鲁晚报》的忠实读
者，我伴随着她的脚步，看着她
不断地创新、增版，看着她茁壮
成长，并以其独特的风格，传递
着老百姓的心声。可以看得出，
齐鲁晚报凝聚着每一位报社员
工的深厚感情，从编辑到记者 ,

从每一版的用心策划到内容的
精彩纷呈，从读者的热情参与
到报纸内容的精益求精，她越
来越贴近百姓的生活，令读者
体会到温暖和温情。多年来的
阅读和相守，齐鲁晚报就像亲
人一样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令我感觉很温暖，很充实。

喜欢《齐鲁晚报》，缘于她

的内容。在这里，我能最迅速地
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在这里，通
过记者的采访和报道，我能最
深切地感受到老百姓的精神状
态；在这里，通过“青未了”通俗
凝练的语言，既丰富了我的心
灵，又让我对世界有了更深层
的思考，那些作者亲身经历的
真实故事，让我身临其境地闻
到了浓烈的乡土气息，感受到
了生命的本真。

作为烟台人，我特别喜欢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告别了
今日烟威的今日烟台，其内容
不断丰富，多姿多彩，有令人捧
腹大笑的拍客图片、有刚劲有

力的书法展览。
《今日烟台》所有的版面

中，我最喜欢的是毛旭松编辑
的“行走烟台”版，行走烟台对
文化的坚持和执着，为今日烟
台营造出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氛
围。每周一到周四，我都会每一
篇文章一字不落地认真阅读，
我深深地被安老、牟老、刘岩、
顾朋泉、赵世惠以及北芳老师
的文笔所折服，一篇篇富含人
文情感和美食故事的文章，都
是异彩纷呈的风景。

加入行走烟台群后，我从
这些文豪平时的切磋和聊天中
发现自身的很多不足、汲取很

多营养的同时，写作能力也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今年春天，我
的一篇五味文章“大锅烙油饼”
被发表后，以此为起点，慢慢地
我已经习惯了忙里偷闲写稿和
投稿。当我的学生给我打来电
话说：老师我看到你发表的文
章了；老师你的文章又发表了，
老师你真棒，我要向你学习。听
着学生们的赞美，我真的特别
开心。

相守相望，尽在《齐鲁晚
报》，她值得每一个读者为之守
候，与之相约，我会继续倾听你
的诉说，让我们相约未来。

徐庆春

张宜人和他主编的《烟台
市交通志》。实习生 苏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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