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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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海：

不不惑惑之之年年后后的的投投递递生生活活

我是发行员

“市政府通报市级重点项目进
展”(8月23日C02-C06版)

烟台立体大交通将尽显
“高大上”，工业项目、服务业
项目拉动经济发展，增加税
收，促进就业……好事多多。
俺老百姓就一希望：别为这些
大项目，有人因贪腐、事故、恶
意竞争及意外而倒下！

芝罘读者 王帆

读者故事

曲云：

因因小小报报童童结结缘缘晚晚报报

像像一一位位朋朋友友 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我最喜欢读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的“行走烟台”版。她发
表的文章，文字都不多，但却像
那心灵的和声使我与之发生共
鸣，像那知心的朋友令我与之
一见如故。

读“行走烟台”的文章，我
时而感怀，时而会意，时而深
思……许多时候，这使我体味
着切实的感动。我已步入老
年，曾以为自己历经沧桑，阅
透人生，可是，那许多真实的

故事，甚至一段真诚的对话、
一个感人的细节，常使我鼻子
发酸，心头发烫。在“行走烟
台”上我曾读过安老写的《切
莫辜负了冰心老人》一文：“直
到晚年，94岁了，还在大声疾
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振聋
发聩啊！”我被冰心老人的爱
国情怀深深地感动了，我的眼
睛湿润了。

我和“行走烟台”有着真正
的友谊。时下，友谊常被亵渎，

有人习惯以友谊为筹码换取廉
价的便利。古罗马政治家西塞
罗说：“友谊是一种纯粹的敬佩
之情。”的确，真正的友谊是精
神领域的产物，是心灵的感受
和真实感情，这感受与感情来
自性格的相似或者相仿的经
历，因而友谊只能是一种发自
内心的欣赏。我从内心真正欣
赏“行走烟台”。

我曾经是一个羞于写作
的人，尽管生活中有那么多感

受在撞击着我。但在一年前，
一次冒昧的投稿和“行走烟
台”结下不解之缘。经毛旭松
编辑的指导、润色，我的一篇
小稿在“行走烟台”上露脸了，
于是，我产生了信心和勇气，
视野开阔了起来，思维活跃了
起来。

岁月染白了我的黑发，但
是“行走烟台”却使我找回了自
己的青春。

芝罘读者 刘吉训

8月18日C10“城事”版《小
学生送月饼犒劳环卫工》的“相
关链接”里，“目前全省每天有
上千名环卫工人”中，“全省”应
该是“全市”。

8月19日C17“读者”版《从电
动车恐惧症到依赖症》里，开头
部分的“很受站长和同事的佩
服”中，“受……佩服”搭配不
当，应该是“让……佩服”。

福山读者 杨岱

8月19日C04版“24小时”版
《雇来“高富帅”骗贷买豪车
半价倒卖从中牟利》里，“贷款
买车后此人便失联了”部分，第
一段的两处“自已”应该是“自
己”；同时，“系列车贷诈骗案浮
出水面”部分，第二段的“自已”
应该为“自己”。

莱山读者 刘梦

杨岱：8月18日C10“城事”
版《小学生送月饼犒劳环卫工》
的“相关链接”里，歇脚点有600

多处，这个数目跟环卫工人数
相比，为何比例这么高？

记者回复：“环卫工歇脚
点”活动举办的初衷是为环卫
工提供便利，可以让环卫工少
一些风吹雨淋，同时也是以此
影响更多的人去关爱环卫工，
摒弃坏习惯，减轻环卫工劳动
强度。越多的爱心企业加入歇
脚点，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环卫工群体，我们更欢迎全
市企业都加入进来。

王玉香：8月20日C12“读
者”版《我是一名“编外”小报
童》第三段“我把报纸递到每一
个人的面前，甜甜地问一句：

‘叔叔(阿姨)，买份报纸吧！’”这
“每一个人”里包括叔叔阿姨，
但是肯定还有爷爷奶奶、哥哥
姐姐、弟弟妹妹等等。前后不对
等，属逻辑错误。这样的孩子作
文，本不好要求过严，但是既然
发表出来，叫个真儿亦有必要。

编辑回复：读者说得有道
理，仔细分析起来“每一个人”
确实包括很多人，表达不够严
谨，应改为：我很早就起床了，
拿着报纸去了市场，见到叔叔
阿姨我都会甜甜地问一句：“叔
叔(阿姨)买份报纸吧！”

纠纠错错

曲云非常喜欢报上刊登的
生活小窍门和绝招。 本报记
者 刘高 摄

感谢4位读者指正，每人奖
励10元话费。

C18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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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高

家里开超市的曲云，早就
有看报的爱好。在逛街的时候，
她遇到了小报童，并由此与齐
鲁晚报相识，这一看，就是七
年。

大约七年前的一个夏日，
曲云正在南大街逛街，路对面
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摞报纸迎
了上来，“小男孩很热情地说：
阿姨，买份报纸吧。”曲云家里
本来订了其他报纸，但看到小
报童的热情劲儿，她还是掏钱
买了一份。

把报纸带回家，曲云仔细
看了看报上的新闻，“不错，还

挺有看头的。各方面的新闻都
很全面，写得也很好，贴近生
活、真实。”于是，家里的订报
到期后，曲云就转订齐鲁晚报
了，并从此跟齐鲁晚报结了
缘。

曲云至今仍记得，那天的
报纸刊登了一则公益新闻，讲
的是家住泰安的一个小姑娘
身患白血病，急需救助。那时，

结婚不久的曲云还没要孩子，
“但看到那个小姑娘小小年纪
就得了白血病，觉得很可怜，
跟丈夫一商量，第二天就去银
行，通过ATM机往小姑娘的
账户上转了 2 0 0块钱。”曲云
说，以前在街头见到乞讨的，
经常顺便就把零钱给他们了，

“给泰安白血病女孩捐款，还
是头一遭。”

结缘晚报，曲云首次捐款

10年前，曲云家在芝水开
起了百货超市。最初那几年，周
边超市少，店里两个人都忙不
过来。现在生意虽不如以前，但
小店聚拢的人气却是与日俱增
的。

每天早上，很多邻居自发
聚在超市门口聊天、看报，“一
份报纸分成好几份，大家一起

看，你传我，我传你，到最后报
纸版面都乱了。”曲云指着门口
架子下的一大摞报纸，笑着说，
虽然看的人多，但报纸从来没
丢过，“大家看完后，都很自觉
地把报纸给别人看，或者送回
来。”

看报的时候，见到喜欢的
内容，曲云也喜欢剪下来收

藏，“收集的大部分都是日常
生活中的小窍门、小绝招，或
者是菜谱，”曲云笑着说，“自
己厨艺还不是很好，得照着好
好学学。”

曲云钟情于《齐鲁晚报》，
最近6年都是一次订两年的报
纸，“新闻全、真实，这是我最喜
欢的。”

聚拢人气，报纸惠及众人

本报记者 孔雨童

跟茶叶打了几十年交道的
王振海过了不惑之年后，转行
做了本报的发行员。每天凌晨3

点起床，他骑着摩托把一摞摞
报纸送到海港路东的几十个报
摊，老王喜欢这份工作在时间
上的相对自由。

和这个城市中的很多普通
中年人一样，王振海支撑着一家
老小的生计。“养家糊口嘛，没什
么好攀比的，踏踏实实地送报纸
就好。”老王很有亲和力，不管去
多远的地方送报纸回来，说话的
时候脸上都挂着笑容。

见到王振海是在烟台山公
园门口，他骑着一辆挂着帆布
包的摩托车，一溜烟开到你面
前，笑呵呵的，完全看不出这位
44岁的大哥已经在几十个报摊
奔忙了一上午。

王振海做发行员已经三
年，转行之前，他是茶叶公司的
一名员工。“我从十六岁就开始
卖茶叶了，这些年看遍了茶叶
市场的起起伏伏。”王振海说，
在受到高档茶行冲击、亟待转
型的那几年，他和同事开着车
卖一天的茶叶可能比不上茶行

卖出的一包茶叶利润高。最终，
茶叶公司倒闭，王振海投身市
场，自己开起茶叶铺。

三年前，经朋友介绍，王振
海来到了齐鲁晚报做投递员，
后来他的妻子也来到这里。如
今，王振海负责给海港路以东、
南大街以北40多个报摊送报。

“每天3点多起床，对有些人来
说可能还真的打怵。”王振海
说，对于他们来说，三年来经历
了太多场雨雪，早已经习惯，唯
一害怕的是摩托车在送报路上
出故障。

“你看我这辆摩托车，普通
上下班用五六年没事，我们这
可能一两年就很旧了。”王振海
指着自己的“老伙计”说，有一
次在送报路上，这辆“老伙计”
的车带坏了，王振海心急如焚，
正巧赶上别的送报摩托车都在
路上，无奈之下他骑着破了带
的车推推走走硬是把报纸送完
了。

“很多摊点都有咱的老客
户，每天早上都要买报纸，哪天
突然买不到了，这可不行啊。”
王振海呵呵地笑着。

从卖茶叶到送报纸

王振海的女儿上高中了，
他就常常在早上插报纸的时候
关注烟台教育的信息。“学校区
片啊，大学形势啊，分数线啊。”
他说，自己在生活上不是个对
女儿事事关心的父亲，也不知
道怎么表达，“有时候她们母女
俩说个什么，我就听一听。”但
私底下，这位父亲承认自己还
是对女儿有些宠爱。

“女儿这几年胖了，有时候
觉得不能老让她吃肉，但是又

不舍得，然后做饭的时候又做
了。”说起这些生活中零碎的小
细节，王振海一脸宠溺的笑了。

说起这一代的亲子关系，
王振海觉得现在的信息太庞
杂，很多家长和孩子之间有挺
深的代沟。

“你知道女儿平日里关注
些什么？”“她关注……现在就
是喜欢些明星吧。”“喜欢哪个
明星？”

“那个叫……鹿晗？”听到

这位中年父亲随口说出一个当
下九零后、零零后喜欢的偶像
名字，还是可以看出这个平日
粗枝大叶的父亲对女儿的细
心。

“我这个人平日挺乐观，也
不喜欢跟人家攀比，踏踏实实，
养家糊口，也过得不错。”王振
海说，自己现在每天忙完自己
的工作如果时间有闲余，还会
去帮帮妻子做征订工作，“一家
人，都分担些。”

父爱的方式

发行员王振海和他的“老伙
计”。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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