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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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新闻”栏目欢迎各位
读者讲述与本报报道相类似的见
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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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发行员邵龙超：

爱爱读读报报，，爱爱自自由由，，所所以以送送报报纸纸

我是发行员

身边的新闻

读者来信

““9900后后””也也爱爱《《今今日日烟烟台台》》

《轻抬的是爱心，慢放的是文
明》
11月20日C02“话题”版
我给妹子点个赞

邻家妹子名叫王巧梅，她
乐于助人、甘于奉献，受到邻居
们的一致好评。

我住的楼房一梯四户，平
日里，妹子主动揽下扫楼梯的
活。她自备笤帚，自买拖把，心
甘情愿地替我们尽着义务，将
楼梯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我
心里实在太不忍，就对她说：

“大妹子，楼梯是大家走的，您
也给我们留点机会，好让我们
心里也稍微平衡一点。”

可事实上，有时确实忙于
工作，顾不上，有时想起要打扫
了，妹子早就打扫干净了。每当
大家提起这些，她总是平静地
说：“你们上班忙，我没事，就当
是锻炼身体。”

这些年，邻家妹子与左邻
右舍从不计较半斤八两、干多
干少，这些事情虽是生活中的
小事儿，但确实是人人都能做
到，而人人都不易做到的啊！

我给妹子点个赞！我为我
能有这样的好邻居而深感荣
幸。

芝罘读者 刘吉训

《让好老师享受到更多的尊重》
11月21日C02“话题”版
向坚守岗位的好老师致敬

昨天听说隔壁大姐她弟
弟，由远郊调到市里某知名中
学工作，我心里一翻个儿起了
波澜：此君是乡里数一数二的
优秀教师、难得的人才，张罗调
转有几年了，终于如愿以偿。

平日和隔壁大姐多有交
流，知道她弟上司啊、同事啊，
业务稍有建树的几乎都调条件
好的学校去了，唯有他调得费
劲。当初，没少为之打抱不平。
可过后一掂量，心里又矛盾。好
老师都跑名校，好的教育资源
都在那儿抱团发展了，对一般
般的学校的学生，公平吗？讲了
很多年的师资交流，总感觉执
行不力。

报纸宣传一些坚守偏远校
园讲台的优秀教师，他们实在
难能可贵。

芝罘读者 孙晓彤

纠错

11月20日CO9“城事”版，
《他的课生动有趣，学生都爱
听》一文，第三自然段五行，“年
均课时量300多学时以上”里，

“多”和“以上”冗余，保留一个
即可。

11月20日C19“读者”版，头
条 第 一 部 分 倒 数 2 自 然 段 ，

“……给她发短信‘妈妈不要累
着……”，“信”后应加标点“，”
或“：”。

11月21日C05版《小伙无证
撞人慌了神，弃车而逃》一文开
头“11月19日中午11点多”，“中
午”是否改为“上午”更合适一
些呢？

感谢读者杨岱、徐爱清的
指正

那那摩摩挲挲女女儿儿小小脚脚的的温温热热手手掌掌

读者故事

朋友来家看到门后垛的
一大摞报纸问我：为啥单单收
集《今日烟台》？

我就跟他讲原因：刚刚
从部队退伍回老家等待分配
工作时，因为喜欢跑图书馆
翻报刊解闷，很快和管理员
大姨混熟了，有机会参加一
个读者座谈会。座谈会嘛，就
是 大 家 围 坐 一 起 谈 读 书 体
会、心得什么的，间或吃点东
西喝瓶饮料。正当听得有点
不耐烦时，有位地方报记者
发言了，他的一番话引起我
注意。他说由于工作关系，需
要查阅地方报纸，结果他发
现自己所在的这家地区报社
资料室竟然只保存了近年报
纸，往上追溯，存报为零，且
无人能说得清楚。

于是，他来到地区图书
馆，一查，竟然也是只留存了
近年的报纸。这位记者说，地
方报刊，特别是日报、晚报，具
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特别
是旧报，缺失难以复制。现在，
人人都拿旧报当废品卖，若图
书馆、资料室也不例外那还了
得？

“所以你就积累《今日烟
台》？”朋友似乎不以为然。

“那倒不全是。”现在这电
子时代，很多报刊都有电子版
储存，保存资料的事好像不用
我操心。可是，咱一小白人儿，
手头多“蓄水”，想滋润一下大
脑的紧张神经，随时随地就解
决了不说，这货色还有收藏价
值。当年那记者的话我还记
得，他说：你可别瞧不起地方

报上的小笔杆子，虽然他们没
有名记者、大作家名气大，那
也是笔走龙蛇，其历史价值甚
至文学价值都不容抹杀呢。

我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
有一个阶段专门收集一些地
方小作者的小册子之类，时不
时翻翻，挺有意思。

扯远了，咱还说《今日烟
台》。我随便抽出一份，呦，这
是齐鲁晚报推出的山东公益
专刊，封面居中一幅大照片：
重症患者于宝芹即使在半昏
迷状态中，也总是摩挲着女儿
的小脚丫……那母亲温热的
手掌如在面前，那爱抚胜过任
何语言，不由得你不震撼。下
面的大标题是《最后的相守》
(11月5日B01版)。

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孙

淑玉我没见过，拍照的摄影记
者韩逸咱可认识。第一次见她
是在商场负一层中厅的一个
大型公益活动现场，她风风火
火赶来，甩下背包，从扶梯下
行举相机一气神拍。

那气势，就像个假小子听
到冲锋号，给我印象太深刻
了。同去的伙伴都说韩记者

“猛”啊！再比如记者姜宁，最
近有分量的报道也没少写。

说到这儿，朋友笑了：“我
知道大连没有五毛钱的晚报，

《齐鲁晚报》不光便宜，省版之
外更有《今日烟台》相伴，而且
净鼓捣真情实意的东西，你好
好攒着，没事俺来翻翻啊。”

我一瞪眼：“哈，美的你，
想看自己订去！”

芝罘读者 紫羽河

这小伙真是热心肠

今年62岁的李庆志和老伴
儿订阅《齐鲁晚报》已经有四五
年的时间了。老两口平日里闲暇
时光多，每天除了养花、锻炼、遛
弯之外，就是看报纸。而且，李庆
志和老伴与本报的发行员邵龙
超成为好朋友。

“年纪大了，不会玩手机、不
会上网，也就是读读报纸、看看
新闻。”李庆志说，齐鲁晚报是省
级媒体，新闻覆盖的面广，而且
做得很有深度，读着有“嚼劲
儿”。

李庆志喜欢《齐鲁晚报》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每天
给他送报的邵龙超经常帮助他
们老两口，比如邵龙超发现两人
下楼取报不方便，就主动把报箱
安到5楼，见到老人，还主动帮他
们提东西送回家。老两口心里感
觉暖暖的，对邵龙超尤其喜欢。

“小伙子真没得说，很热心
肠，每次送报遇到我们都会问
好，看到我们提着菜什么的都会
帮我们送到家。”李庆志说，好多
次邵龙超都把他提的东西送到
家里，老两口留他喝口水，他从
来没喝过。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本报记者 孔雨童

26岁的发行员邵
龙超说，自己现在所
从事的本报发行员的
工作，肯定和他一直
以来喜欢看报纸和不
爱拘束的性子有关。
大学时代起，他就经
常在学校的报摊上买

《齐鲁晚报》，没想到
毕业了，他成了这份
报纸的一员。

读者来信

我生于1990年，和许多同
龄人交谈，他们也爱读《今日烟
台》。今年读者节上，烟台广济
老年病医院院长邰风先生和书
画家张同珍老师赠送报社的

“春风润雨，惠我百姓”八个楷
书大字，也反映了我们“90后”
读者的心声。

《今日烟台》为什么越办越
受青年读者的欢迎？

首先，编辑部热心公益，针
对青年读者群的爱好搞活动。
像11月9日报社组织的“双十一
单身白领游”活动就十分成功。

“回程时，十多对单身男女主动

坐到了一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未婚

青年人向往什么？就想找个好
对象。现在，“爱在烟台单身俱
乐部”成立了。这一系列活动，
给单身青年提供一个相亲交友
的机会，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
大好事。

其次，《今日烟台》有两个
金牌栏目深受青年读者的欢
迎。“行走烟台”我最爱看“人
文”和“岁月”，一读，我仿佛回
到孩提时代，坐在祖父祖母的
怀里，听老人讲老辈子的故事，
感觉新鲜又温馨。

如11月11日人文版，刘宗
仁先生的《怀念福山苹果》，不
仅写了福山苹果发展往事，还
写衰败过程。指出在市场经济
过程中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

封，要有品牌意识，不断创新，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其实对
青年人创业也有启迪。

张功基先生《放山忆往
昔》，写蓬莱30多年前的乡村生
活，深感我们“90后”生活太幸
福了！

“话题”专版也是我们青年
读者欢迎的。赵传勇、牟洪涛、
徐君豪、刘岩、扈刚等老师的评
论很接地气。尤其是刘学光老
师的评论，文风朴实、有的放
矢，针砭时弊，引人入胜。

如11月5日，他写的《热情
是做生意的法宝》一文，写小超
市店主在玩电脑，对顾客爱理
不理的样子，读了如见其人，如
闻其声。

最后，为报纸提一点建议，希
望能有更多青年人发挥的舞台。

我觉得，在激烈的报业竞
争中，实质是副刊的竞争。一个
地级市，能有多少新闻？你报我
也报，精米白面，各人手段，无
非换个角度、标题。而副刊就不
同了，为更多读者，尤其是青年
读者提供直抒胸意，展现才华
的舞台。作者首先是读者，受众
面就会越来越广，发行面就会
越来越大。

此外，贵报“行走烟台”一些
深受读者喜爱的作者如安家正、
吕富苓、任允好、于大卫、周子元
等老前辈的文章，虽百读不厌，
但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希望报
社大力培养青年作者，使作者队
伍有新鲜血液。把办报重点针对
青年读者，报纸就更富有勃勃生
机，永葆美妙之青春。

芝罘读者 毛云鹏

读者说

大学里

只爱读书的男孩

跟邵龙超聊起他的大学生
活，这个大男孩几句话就说完
了，仿佛很多同龄人回忆起来或
五光十色，或久久难忘的这段时
光，这迈入社会前的最后几年，
对他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小时候，因为家里的某些变
故，邵龙超形成了沉稳、低调的
个性。大学时代，当同龄的男孩
子都沉迷于电脑游戏或校园爱
情的时候，邵龙超最习惯的，是
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觉得
这样比较靠谱吧。”这个小伙子
笑着说。

他喜欢看一些励志的书，马
云和很多成功人士的故事他耳熟
能详。邵龙超说，这些人的生活虽
然看起来离他很远，但是一些东
西还是能成为生活中的正能量。

也就是在那时候，他在学校
的报摊上看到了《齐鲁晚报》，从
此隔三岔五地会买一份慢慢翻
看。“最初是喜欢这份报纸足够
厚啊，内容够充足。”邵龙超说。

遇上有爱读者

晚上偷偷流泪

两年前，因为住的地方离
着发行站很近，他接过了发行
员的工作。开始送报了他恍然
发现，自己竟来到了《齐鲁晚
报》这个老朋友身边。

虽然是“80后”，但跟站上
大多数都是“60后”“70后”的发
行员相比，邵龙超并不缺少耐
心。春天订报开始后，每个月他
的订报数量都很高。邵龙超说，
自己没有别的诀窍，唯有踏实。
他会一家家敲开客户的门，然
后 笑 着 介 绍 这 份 他 的“ 老 朋
友”。出于礼貌，邵龙超永远都
是站在门外，“努力工作，但前
提是不打扰。”

一天天的送报，让邵龙超
在读者中认识了很多人，有很
多还成了朋友。去年下大雪的
一天，邵龙超到一个疗养院送
报纸，一个80多岁的读者老太
太听见他的声音，竟然拿着 6

个热气腾腾的鸡蛋给他送了
出来。

邵龙超当场就感动得不
知道说什么。老人说，小伙子
送报没有迟到过，天天如此十
分辛苦，为此她特意早起给他
煮的。

“那天晚上我睡觉前想起
来，忍不住哭了。”邵龙超说，
自己永远忘不了这件事。

发行员邵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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