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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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美玲：

择择一一城城终终老老，，择择一一业业长长大大

我是发行员

读者来信

身边的新闻

读者来信

我和老伴都是《齐鲁晚报》
的热心读者，每天早饭后，读报
已经形成了习惯。老伴最爱看
的就是《今日烟台》，每天我从
报箱里取出报纸拿回来后，首
先把这部分递给她，也算是让
她先睹为快吧。有时我们也对
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讨
论，交流各自的看法，阅读晚
报，使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充实有趣。
因为喜欢《齐鲁晚报》，报

社举办的一些活动，我们都很
关心并积极参与，去年12月，
看到报社开展评选“最美投递
员”，我和老伴都想参与活动，
可报上只有一张票，且每张票
只能选一名投递员，俺俩心里
很是纠结。正在为难的当儿，
去年1 2月1 8日的读者版又登
出了一张选票，这可真是雪中
送炭，总算满足了俺俩共同参
与的心愿。

有了选票后，我们又为这
两票应该投给谁犯难，考虑再
三，还是投给我们身边最熟悉

的吧。给我们送报的是位姓王
的男投递员，他每天很早就把
报纸送过来，保证了我们早饭
后就能读上报纸。有时早晨在
楼下遇上，他会热情地叫我一
声“大叔”，并双手把报纸递到
我手里，让人感觉像亲人一样
温暖。

前些日子，他发现我原先
的报箱因使用时间过长，有些
破损，投放和取报都不大方便，
当即给我换了一个新箱。作为
一个投递员，能够做到处处为
订户着想，这是一种事业心，也
是一种责任感，难能可贵！所
以，不管最后的评选结果如何，

我们就是想通过投票这种方
式，表达一下我们对投递员的
感激之情。

我觉得，投递员是连接报
社和广大订户的纽带和桥梁，
能否保证读者每天都能及时收
到当天的报纸，直接关乎着报
社在订户心目中的信誉，从这
个角度来看，投递员身上肩负
的责任是光荣的，也是重大的。
作为一名读者，真希望通过这
一次评选，能把广大发行员的
积极性调动起来，让齐鲁晚报
的舆论宣传作用更充分地发挥
出来。

芝罘读者 周子元

因因为为爱爱晚晚报报，，俺俺俩俩要要投投票票

以文会友

喜喜欢欢读读““他他和和她她””
不知从何时养成的习惯，打

开《齐鲁晚报》，我必先翻到《今
日烟台》，打开《今日烟台》，我必
先阅读“话题”与“行走烟台”。

刘岩、北芳、周子元、吕富
苓、扈刚、徐君豪、牟洪涛、徐爱
清……说实话，这些人我全都不
认识，哪怕面对面站着，也只是
擦肩而过，但我熟悉“他和她”的
文字，甚至能把“他和她”的文章
一口气娓娓道来。

我喜欢与“他和她”的文字
相伴。有时候我会偷偷地想像一
下“他和她”写文章时的情景。

他在敲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不
是旁边有一支燃着的香烟，要不然
怎会有如此冷静的思维和如此犀
利的笔锋。北芳老师在写这篇小文
的时候，是不是嘴里还在不停地嚼
着吃的，要不然她是如何写出了这
篇利落的《我这个吃货》。

通过“他和她”的文字，我还

会暗自揣摩，他应该是一个很淡
定、对过去很怀念的人，因为他
的笔下全是他的家乡。而她应该
是一个秀气婉约又很知性的女
人，要不然，她怎么可以把一个
不起眼的小璜山写得那样美。

我还记得，“谁不说俺家乡
好”的征文获奖名单一公布，我
就开始在上面找寻我熟悉的身
影，当我看到刘岩老师的小璜山
得一等奖时，我还跟我的朋友炫
耀了一把：“看，这个人在咱们

《今日烟台》里发表了好多篇文
章，她应该长不了我们几岁，她
是我的偶像。”

我喜欢读“他和她”。我一直
很庆幸，同在一片蓝天下，他和
她都是我身边的人，他和她同我
一样感受晴天和雪天，他和她同
我一样都喜欢文字，就这样，很
简单，就很好。

牟平读者 高绪丽

渠美玲自小是个特别内
向的孩子。出生在东北农村的
她，家里姐妹多，母亲每天操
持家务心力交瘁，因此不喜欢
孩子们聒噪。“有时候我大声
说话，一抬头就看见我妈的眼
神。”渠美玲开始越来越沉默
寡言。

青春期时，她曾因为家里
的氛围常常觉得压抑，甚至想
过离家出走，但终究没有迈出
这一步。“我胆子小，还是不
敢。”

17岁那年，这个胆小的姑

娘终究还是“迈出那一步”，一
个人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烟
台打工。

最初是在酒店工作，打扫
卫生，送餐，整理客房；后来她
去了一家工厂，常常每天从早
上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有时甚
至通宵上班。不爱说话的小姑
娘无人倾诉，累得头晕眼花，
甚至有一次流鼻血，怎么都止
不住。

家人建议她赶快找个对
象结婚，这样总归有一个家，
渠美玲很听话地答应了。她跟

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见
面，对方做的一件事深深打动
了她。“我们第一次去他家，他
用自己的钱买了东西，然后跟
他妈妈说是我买的。”老公对
她细致的照顾延续至今，渠美
玲以幸福的方式结束了“烟
漂”生活。

到有孩子之前，她还一直
像个孩子一样被呵护着。有时
和外甥在一起玩闹，对方还得
让着她，“我俩闹起来，我就装
生气，他就来哄我。”说着，渠
美玲咯咯地笑起来。

本报记者 孔雨童

从小在黑龙江冰天雪地
中长大的渠美玲最终把家安
在了烟台这个海滨城市。17岁
来到这个陌生城市打工，在饭
店做保洁，在工厂做衣服，结
婚有了孩子之后，她成为一名
发行员并一直坚持做下来。

“发行员很少有我这个
年纪的。”这个“85后”的姑娘
说。

现在的生活，对于渠美
玲来说，是岁月静好。

鼓足勇气，成了17岁的“烟漂”

真正让渠美玲成熟起来
的，是宝宝的出生和她重新选
择的这份工作——— 发行员。

“当妈妈之后，我考虑的
更多了，来当发行员，也是因
为每天送完报后的时间比较
自由，方便照顾孩子。”

2013年，27岁的渠美玲站
在齐鲁晚报幸福站的发行队
伍里。很明显的80后面孔，不
好意思跟陌生人打交道，那一
年她的订报数量为零。

刚开始，因为不敢说话，
她把订报信息写在小纸条上
递出去。直到有一天，一个看
到纸条的人主动打电话订报，
她才发现这些没有那么可怕。
渠美玲慢慢开始主动给客户
打电话，面对面交流。渐渐地，
她的订报数量越来越多。

送报过程中，渠美玲经常
会遇到一些读者的家事。有一
次，一位读者家水管漏水了，
水流从门缝中涌了出来，渠美

玲就赶紧给这家主人打电话。
还有的时候，遇见读者家的钥
匙插在门上就上班去了，她也
赶紧打电话：“你家的钥匙在
门上了，先怎么处理？”

“我越来越开朗了，这也
是我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的
原因。”回忆起刚送报时自己
不敢说话又遇上电动车坏了，
一个人站在马路上哭丧着脸
的样子，渠美玲觉得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变了。

“85后”发行员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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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招工难，老板齐出招》
1月12日C03“城事”版

赵大姐的工作经
最近，楼下的赵大姐整日忙

得不可开交，常常早晨出门，中午
拿回一摞广告宣传单——— 都是饭
店的招工启事。赵大姐说，把这些
招工启事拿回家，晚上仔细阅读
筛选后，第二天就开始奔波于各
饭店，洽谈协商工作上的事。

赵大姐今年52岁，没有固定
的工作。前几年，因为按揭买房，
还借了不少钱。去年春节前，看
到不少饭店出高薪招聘服务员，
赵大姐辞去服装厂的工作，应聘
到一家酒店。虽说干的是一些洗
碗、择菜、打扫卫生的零杂活，一
个月下来，赵大姐竟也挣了4000

多块钱，是他服装厂工资的两
倍，这让她很满意。

一周后，赵大姐告诉我，她
已找到了两份工作，小年前，在
一家快餐店上班，小年后，等快
餐店不营业了，再到另一家大的
酒店上班，老板很大方，大年三
十晚上，除了付三百元的工资，
外加一百元的红包。

我问：“过年图的是家人欢
聚一堂，喜庆热闹，你这个春节
却要在酒店里过，家人同意吗？”

赵大姐笑笑说：“再热闹的
年，也得有人在工作，交警、环卫
工、医生不都有人在岗值班吗？他
们挣两三倍的工资，我也没少挣，
跟他们没什么区别，我高兴啊！”

我说：“你倒挺想得开。”
赵大姐说：“谁跟钱有仇呢？

哈哈。”
莱阳读者 徐爱清

《到2016年，人均期望寿命达78 . 5

岁》
1月8日C07“城事”版

健康长寿才是正路
大表哥是铁杆烟民，小时候

便偷偷抽烟，至今年过半百了，
嗓子、气管、肺都闹病，愣是戒不
了这个烟。

一提戒烟，表哥即搬出林语
堂，说大文豪讲了，真正懂得吸
烟的人是在吸“魂灵”上的烟，吸
烟叫他乘神马，作文有神韵，读
书似神游。

表哥常年在工地看场子，应
对寂寞有二宝：读书和吸烟。我
看他饮食也有问题，建筑队歇
工，食堂停灶，他简单对付一下，
顿顿离不开咸菜。重口味影响到
血压，再加上他好喝高度酒，身
子骨不强，所以常靠吃药顶着。

想一下亲戚、邻里、同事、朋
友，像表哥这样的，还真是有那
么几个。而且不光自己消极，还
影响旁人。表哥的大儿生个男
孩，惯着宠着，根本不讲究什么
合理膳食，结果儿子成了个小胖
墩儿。带着孩子去医院一查，肥
胖症，严重影响智力，这下全家
都傻眼了。

不怪人家说，抛开健康谈长
寿一准儿没意义，真这么回事
儿！还是自己反省一下，回归健
康的生活方式上来才对劲。

芝罘读者 郝红梅

邻居老谭是一位退休
教师。当年，他和妻子都是
社教工作队队员，相互认
识，相互爱慕，最后自然成
家了。老谭膝下有两个女
儿，等女儿长大成家后，妻
子突然病逝，老谭悲痛欲
绝！

老伴走了以后，老谭
说：“自己现在是‘出门一把
锁，进门一盏灯’，平时连个
说话的人都没有，生活过得
太孤单了。”后来，有人给老
谭介绍了个老伴，彼此相处
融洽，可女儿们极力反对。

女儿安慰老谭说：“爸，
你现在什么没有？年纪这么
大了，还结什么婚？你若觉
得孤单，我们可以和你住在
一起，照顾你。”老谭却说：

“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生活，
我也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

有些东西，你们是无法给予
的。”

老谭“第二春”后，父女
间时不时发生一些小冲突，
甚至外孙子也跑到家里来，
与后姥姥闹别扭。面对后辈
的不理解，老谭心里挺郁闷
的，他对外孙子说：“孩子，
你让我们过几天清静日子
吧！”

日子久了，父女间的冲
突逐渐地淡了下来。渐渐
地，女儿们不得不承认，“第
二春”的父亲过得更好，更
有精神了，更年轻了。

见老父亲意志坚定，女
儿们向父亲让步了，彼此关
系也有所改善。春节前，女
儿要接父母回家过年，并向
父母赔了不是，他们终于和
好如初了。

芝罘读者 刘吉训

老老谭谭的的““第第二二春春””

读者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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