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行员俞军：

每每年年冬冬天天，，都都会会摔摔十十几几次次

我是发行员

身边的新闻

读者来信

爱爱心心报报道道，，暖暖了了读读者者的的心心

独独读读报报不不如如众众读读报报

读者故事

阅读，是一种闲情意境，是
心灵的涤化。我喜欢文字，我喜
欢阅读，每日坚持读《齐鲁晚
报》，是我十年来每天必须做
的功课，而与我的同事们一
起读报，则是我一天之中最
开心的事。

在单位大门的不远处有
一家报亭，看报亭的是一位
7 0余岁的大爷，我与同事们
读的《齐鲁晚报》都是从这儿
购买的。时间久了，与大爷混
熟了，今天有人买了报纸，别
的同事不知情再到报亭买报
纸时，大爷就会好心地提醒
道，你前面已经有人买了一
份。

在实验室里，有个比我
大2岁的师兄，私底下我管他
叫小白。他好打篮球，好看球
赛，哪个队引进的外援叫什
么名字，哪个队哪个队员的
实力如何，他只要一打开话
匣子，就能说得头头是道。他
亦喜欢读《齐鲁晚报》，而且
他读报还有个习惯，那就是
从后往前读，只因后边有他
喜欢的体育版。

车间里的同事，休息时
也喜欢到实验室里来读报，

人多了都凑在一起，读报就
得人手一页互相传着读。我
喜欢文字，“行走烟台”就先
尽我看。实验室里还有个 2 0

多岁的小伙子，他喜欢读一
些时事财经，所以这类版面
就先尽着他看，每个人各有
所爱，不争不抢的，往往是一
份报纸要想从第一页读到最
后一页就得小半天工夫。

就这样，每个人还都乐在
其中。独读报，不如众读报，以
前休息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低
头玩自己手机，谁也不搭理谁，
现在，大家都凑在一起看报，一
边读还得一边议论着，你一言，
我一语的，讲的是报中事，评的
是个中理，偶尔也会争得面红
耳赤，但丝毫不影响私底下的
同事情。

其实，我的家里常年订
着两份报纸。每天吃完晚饭，
我 们 全 家 人 都 围 坐 在 沙 发
前，不开电视也不开电脑，就
每人捧着报纸仔细阅读，读
完了还就自己看到的报道发
表一下看法。总之，我特享受
这样静好的日子，只缘有了
晚报相伴。

牟平读者 高绪丽

读者来信

近 一 段 时 间 ，《 今 日 烟
台》刊登了不少公益报道，很
吸引人的眼球。稿件以不同
形式，从不同角度，报道了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
善人善事，聚焦的是社会的
真、善、美，传递的是社会正
能量，像冬日里的丝丝暖风，
暖了读者的心。

《杰瑞集团获“中华慈善
突出贡献奖”》《“海风兄弟打
工团”接力助学七载》《热心
夫妇点亮贫困孩子读书梦》
等文章，报道了爱心集体、爱
心人士关心教育事业，关爱
寒门学子的动人故事，读来
非常感人。

《凭借俩词儿，救助站帮
她找到家》《简红助“星星的
孩子”父亲圆梦》《有人想送
饭，有人想陪聊解闷》《只要
有需要，爱心车队随时出发》

《爱心“衣加衣”》，讲述了人

间的亲情、友情和真情，给读
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捡的不是钱而是条
人命》《男孩深夜未归，数十
民警齐寻人》《骑车回家不慎
摔伤，好心人上前帮助》《战
士父亲患白血病，部队捐款
两万元》《一场大火家被烧得
精光》《看到本报报道小朋友
捐款助人》，说的都是普通的
人和事，汇聚的是爱的力量，
体现的是一人有难，八方支
援的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这
些普通平凡的人都有一颗热

心肠，他们的善举值得点赞。
新、奇、怪的新闻和负面

报道的确很能吸引读者，这
是不争的事实。可社会文明
的发展，更需要正能量报道
来添砖加瓦。《今日烟台》能
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同时，
贵 报 推 出 的“ 义 工 在 行 动 ”

“ 感 恩 义 卖 活 动 ”等 公 益 活
动，增添了不少亮色。愿《今
日烟台》继续做好爱心报道，
因为这样的文章，读者需要，
社会需要！

莱阳读者 徐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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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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洁员拾金不昧，公司奖励
4000元》
11月25日C03“24小时”版

“再干十年没问题”

我认识一位清洁工，他叫
管致明，老家江苏赣榆。老管
朴实、憨厚，工作起来干净利
落。他负责清扫四马路和民生
部分街道。

早晨4:30开始清扫垃圾，
中午歇一会儿，下午一直干到
很晚才下班。如此大的工作量
让他没有太多时间休息，我瞅
空跟他聊了几句，见他一脸疲
惫。老管租住在一间简陋低矮
的小平房里，平日里，他省吃
俭用，一年四季吃着馒头、米
饭，就着萝卜丝咸菜就是一顿
饭。

来烟台干清洁工已经十
几年了，他说在马路上做清扫
工作，必须学会宽容。老管说
了两种情况最让清洁工头疼，
一是养狗的市民太多，这些狗
在街道上随便排泄粪便，清扫
起来很困难；二是马路上的汽
车跑得太快，清洁工在马路上
清扫时被撞伤的也不少，干活
时老是提心吊胆。

谈到今后的打算，老管笑
笑说：“这儿城市美，人儿也
好，只要身体好，再干十年没
问题！”

芝罘读者 刘吉训

《快递玉石雕刻碎了，两千元
损失谁来担》
11月26日C03“24小时”版

出了问题，就该担当

前不久，小刘通过当地的
一家快递公司给福建的朋友
邮寄了一对瓷花瓶，谁知朋友
收到货后，却发现花瓶碎了一
只。小刘找到那家快递公司进
行交涉，要求赔偿。由于小刘
没有办理保价，不能直接查明
原因，快递公司告诉小刘回去
等消息，查明原因后会及时通
知小刘，协商赔偿的事宜。

几天来，小刘每天都要往
快递公司打电话询问，快递公
司总说正在调查中，无奈之
下，小刘提出要投诉到相关部
门，快递公司这才同意赔偿。
对此小刘窝了一肚子的火，发
誓再也不到这家快递公司办
理业务，省得花钱找气受。

莱阳读者 徐爱清

纠错

11月27日C06版《十万元
被划走，卡主半月才得知》，第
四小段倒数三、四行：“而王江
涛 称 自 己 并 有 建 立 过 此 账
户”，“有”字前面少了“没”字。

第五段第三行：“交易中
一次短信也未受到”中，“受
到”应为“收到”。

莱阳读者 徐爱清

《雪后苹果样子丑，身价可
不低》
11月24日C08“城事”版

三舅家我大姐前两年
看人种甜菜卖上好价钱，眼
红了，急三火四租几十亩地
抢种甜菜。可世事难料，甜
菜价格落了，又受天灾，一
下便赔进二十多万元。她不
接受教训，瞧村头老刘家养
鹅致富了，觉得这简单易学
来钱快，匆匆上马。结果一
年干下来，靠借贷凑的十几

万本钱都没回来。
经过一番折腾，好在大

姐现在打算好好养鹅，不再
投机取巧了。

娘家村原来家家侍弄
山楂树，那些年看山楂不值
钱，大伙把山楂树陆续砍
了。只有小姨家的山楂园保
留下来，还又上些新品种，
这几年山楂好卖，价钱也不
错，小姨由此发家。照她话
讲：“追风能追个毛，逆风跌
跤没准拾个元宝。”

读者 王香珊

《爸爸妈妈我想对您说》
11月28日C18“小荷”版

在读巴金散文，他写
外孙女端端小小年纪就抱
怨“活着真没劲”。因为课
业压力，端端备受煎熬，睡
眠不足，成绩平平。可她能
帮病重的外公铺床，逗外
公开心，是个乖孩子。巴金
对端端父母借口工作忙而
不帮孩子尽早“开窍”很是
不满。

我和俺对象说起，她
叫起来：敢情大作家的孩
子也是差生！我就和她讲，
神仙的子女未必都是神
童，有一个明事理、努力自
立的孩子就知足吧。对门
的小女孩阿云，独立自强，
洗衣做饭跑超市样样都能
帮上忙，人家反倒没耽误
学习，而且品学兼优。咱那
熊孩子和人家一比简直比
没影儿啦！

读者 唐永池

追风追不到精彩

给孩子学习生活的机会

俞军的水晶店铺如今在上
夼西路的一家古玩城，大约在
20年前，他就开始在大庙做水
晶生意。直到3年前，他机缘巧
合成为齐鲁晚报的一名发行
员，从此开始奔波在路上的日
子。

每天早上5点半，俞军就
来到站上取报，然后来到毓西
路、青翠里一带送报。俞军说，
这一代居住的多数是些老干
部和知识分子，大家读报都很
有惯性，也很认真，因此他会
更加认真对待，不敢辜负读者

们的热心。
1 5 0多份报纸，平日里俞

军大约送到8点半。但每年冬
天大雪到来的时候，一切会变
得艰难。

“毓西路西边有几个坡非
常陡，冬天下了雪别说骑车，
走路都很难上去。”俞军说。而
这一带居住着他的几十位读
者。每年冬天，“雪窝子”烟台
下了雪，俞军都会早早出发，
到了这些大坡就把摩托车停
下，一个人抱着十几斤重的报
纸，慢慢地爬这些陡坡。爬上

一个送一拨，然后再爬下一
个。有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滑，
整个人就趴在地上摔一身一
脸的雪。“每年都得至少摔个
十几次。”说起这些的时候，俞
军乐呵呵地笑了。

今年的雪季就快到了，但
俞军告诉记者，他已经准备好
了“秘密武器”——— 一双抓地
雪鞋。“鞋的前边有一个抓地
的铁钩，平时可以收进去，走
雪地的时候可以放出来。”俞
军说，他期待着今年送报的时
候，可以少摔一些跤。

为爬大雪坡，买了抓地鞋

和本报的很多发行员一
样，俞军在来送报之前，就订了
齐鲁晚报。

“咱家报纸的体育版做得
好，我一般就喜欢看这个。”俞
军是鲁能队的球迷，多少年前
关注着宿茂臻、李霄鹏等球星，
但是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压力，

这么多年他从来没去现场看过
一次球。除了电视，他一直是从
齐鲁晚报上获取消息。“今年鲁
能的成绩不错啊，又是足协杯
冠军。”说起这唯一的爱好，他
的话多了起来。

俞军的孩子如今才上小
学。每天忙完投递和店里的生

意，他就会回家给孩子讲解一
下功课，然后就早早睡下。日复
一日，就算是出去跟朋友聚会
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但有孩子
的责任在肩，他说早已习惯这
样的生活。

“好好送报，好好开店，多给
孩子攒点钱，才是最实在的。”

除了看足球，生活挺单调

本报记者 孔雨童

俞军是烟台很早一批
做水晶生意的，3年前当他
接手这份齐鲁晚报发行员
的工作时，就一直坚持下
来。俞军送报，最出名的是
他从不晚点，每年冬天不
管下多大的雪，他一定准
时把报纸送进一家家的报
箱。没人知道，在此之前他
在环翠里或毓西路的几个
大坡，抱着十几斤的报纸
摔了多少跤。

发行员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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