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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开办的
栏目，读者版每周四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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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故事

岳母与花

刘吉训

那年，岳父去世后，我便把
年过七旬的岳母从乡下接来长
期住下，这样她与我相处的时间
就多了起来。见我每天下班后，
还要写作很长时间，岳母更多几
分怜爱。也许是为让我放松绷紧
的心弦，岳母常去学校北边的小
山上采来五颜六色的野花，插在
花瓶中，并把花瓶放在我的桌子
上，三五天更换一次。尽管这些
野花有许多是我叫不出名字的，
但它们所散发的清香却弥漫着
我的房间，使我更感到岳母的那
份慈爱。

有一天，岳母忽然对我说：
“还是让我们自己动手养花吧，
你看这些花儿多可怜，没有几天
就凋谢了。我们自己养花，它们
总会开得长久一些。”岳母是个
说干就干的人。开春时节，岳母
到集市上买来几个花盆，又从邻
居家里要来花苗，真的动手养起
花来。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在岳
母精心护理下，几种花草开始抽
枝展叶了。茉莉花的叶子厚实而
光亮，栀子花的枝丫挺拔而多
变；而最让我感到特别的是那婀
娜多姿的吊兰，只见它叶子的背
面呈纯紫色，正面分布着几条绿
中带紫的色带，余下部分则是淡
绿中透着浅白。

常常是在写作感到困倦的
时候，我会放下手中的笔，流连
于朵朵争奇斗艳的花前，这时，
常可见翩飞的彩蝶停留在花上，
不停地扇动着薄薄的双翅，将那
细长的吸管插入花蕊，吮吸着花
蕊中的甘甜的汁液，有时还会有
两三只小蜜蜂飞来嗡嗡叫着在
花朵上爬来爬去。

和岳母一起坐在花香缭绕
之中，明月朗照，真有置身琼楼
玉阁的感觉。

报社里的那些事

读者来信

8800多多岁岁老老太太
与与《《齐齐鲁鲁晚晚报报》》的的不不解解之之缘缘
报纸上的热点新闻总能让她找到灵感

本报记者 于飞
实习生 贾晓艺

“来，快进屋里坐，还以为
你找不到地方呢。”刚一进门，
陈敏先老人就握住了记者的
手，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陈敏
先说，看《齐鲁晚报》已经有五
六年时间了，现在她还养成了
剪报的习惯。

长期看报纸养成了剪

报的习惯

记者在沙发上看到有一叠
《齐鲁晚报》，陈敏先说，她都订
了五六年了，说着，她又从里屋
拿出来好几叠，一叠是讲养生
的，一叠是讲历史的，“一叠给
子女看，让他们注意养生，一叠
是给孙子们看，让他们铭记历
史，珍惜生活。”

记者注意到，每一份剪报
陈敏先都剪成同一大小，然后
用回形针别好，整齐地收集着，
陈敏先说，剪报的习惯已经持
续好多年了。“我把觉得可以保
留的，有价值的信息剪下来，没
事就翻翻，翻多了就记得下来
了。”

前段时间陈敏先在《齐鲁
晚报》上看到了有关抗日战争
的相关专题，她非常感兴趣，把
这些报纸都收藏了起来，她说
她还要继续收集有关材料，要
把这段历史好好地讲给自己的
孙子听听。

去年陈敏先在《齐鲁晚报》
上看到了小学女生惨遭男老师
猥亵的新闻，感到十分心痛。她

觉得，保护女童不受侵犯，让女
孩提前接受性教育一直在我们
的教育中比较模糊，在对子女
教育的时候也觉得难以启齿。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她们要是
在小时候就遭遇了不好的事，
就会影响到一辈子。”受到欧美
价值观影响的陈敏先认为，保
护女孩的事必须要拿到台面上
说，不断地给孩子们进行教育，
同时也对老师进行教育是非常
必要的。

在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之
后，去年11月份，陈敏先在牟
平区实验小学为四五年级的
5 0 0多名女学生上了门大课，
主题是：呵护女孩，快来成长。
这是一场严肃的防性侵教育。
演讲后，在学校里，甚至牟平
区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有一次我去理发碰见了学生
的家长，家长就提议我去他女
儿所读的小学去讲讲课，我自
己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效
果。”陈敏先说。

80多岁老太仍去学校

讲课

今年80多岁的陈敏先，退
休前是牟平区实验小学的老
师，退休后，她在家帮子女带
孩子，现在孩子大了，陈敏先
也没有什么心思了，觉得该有
自己的生活了，她便再度“出
山”，担任了实验小学的校外
辅导员，为少先大队的工作出
谋划策。

在2014年一年时间内，陈

敏先一共上了大大小小3 0余
节课。陈敏先说，她每天都要
看《齐鲁晚报》，在报纸上看到
什么热点新闻，她就会多想一
想，觉得对学生有帮助的，她
就会格外留心，做做专题，给
学生们上课。“《齐鲁晚报》总
是给我灵感，我的想法基本都
是在报纸上得到的。”陈敏先
说。

陈敏先不仅上课让学生
学习课业知识，她还关心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当她在《齐
鲁晚报》上看到有关食品安
全的系列报道后，她又想到
了自己身边的孩子们，之后
她给全校的40名班主任授课，
讲授垃圾食品问题，她查阅
了大量的关于食品安全的材
料，用实际例子向老师、学生

讲 述 不 合 格 食 品 的 制 作 原
料、制作过程及食用后对人
体的毒害，让学校和老师加
强监督，同时引导学生自觉
拒绝垃圾食品。

“只要我还能动，就一定守
护好孩子们。”陈敏先说，她还
多方联系专业人士为全校师生
讲述食品安全问题，以及怎样
判断伪劣食品的常识等知识。
陈敏先不顾年迈体弱，不怕看
人脸色，坚持到学校周边商店
巡查有无垃圾食品出售，一旦
发现就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彻
查。

“能给孩子们上课是十分幸

福的事儿，自己的晚年生活充满

了喜悦、快乐和幸福。”陈敏先

说，现在感到非常欣慰，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

陈敏先收集的《齐鲁晚报》有关抗日战争的相关报道，准备给
孙子讲讲这段历史。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掏掏心心窝窝子子聊聊聊聊进进社社区区那那些些事事儿儿
本报记者 张倩倩

不知不觉，2015年齐鲁晚
报的进社区活动已经搞了两
个多月了。当接到这个任务
时，我的心里并没底，但还是
想努力把这件事做好。两个月
下来，我深感做活动是一件很
操心，但很锻炼人的活儿。

作为新的团队，进社区对
我们来说，很是陌生。从柳斌
手里把维修师傅、律师团队、
居委会等各种资源接过来，新
的资源又需要我们去挖掘、整
合，每个人都有些压力。

先简单说一下每次进社
区需要做的工作。先从自己熟
悉的居委会开始，联系好居委
会之后，要选择活动场地，活
动场地要保证宽敞、用电方
便、居民多。然后要尽量增加
服务项目，比如家电维修、法
律咨询、家电清洗、锁具咨询、
医疗服务等，并把每个人都通
知到位，活动前一天需要再通
知一次。

此外，还要跟街道办、居
委会密切协作，居委会负责提
供桌子椅子、电、自来水等，还
要让居委会帮忙把活动时间、
地点和活动内容通知到辖区
的居民。

活动当天，我需要至少提
前半小时到达现场，抓紧安排
桌子椅子和用电的事。每次活
动时都特别担心，活动不够火

热，居民不够多，效果没有预
想得好，活动中出现任何差池
都需要解决，所以说，做活动
很操心，从此也理解了经常做
活动的同仁们。

不过，接手这项工作也从
中得到了锻炼。有时，忘记了
摆桌牌，李律师就会提醒我；
横幅太长，几个桌子太短，于
师傅会提醒“把桌子拉开点就
够长”，说到底，前辈们的经验
确实比我多。

并且，在打理各种关系中，
我逐渐学会了沟通和交流，也
认识了许多朋友。有一天，一个
好久不联系的朋友说我嗓门怎
么这么大，像个女汉子，我才意
识到，可能在搞活动这种现场
嘈杂的环境下不断沟通，说话
时嗓门都提上来了。

记得去毓西社区搞活动，
居委会的大姐本来联系好会
计培训学校，借桌子和椅子，
结果活动当天，会计培训学校
换了值班保安，他不知晓此
事，也没有钥匙。居委会的大
姐就到处找另一名保安，要桌
椅。进社区服务的各位老师和
需要帮助的居民都在那等着，
急得我出了一身汗。

还有一次，去初家也是，
我周六打电话给村里的初书
记，结果第二天再次联系他
时，他忘记了通知物业，然后
又抓紧找物业送来桌子和椅
子。话说，这种突发状况太考

验我的小心脏了，真是谁负责
谁着急。

不过进社区过程中也有
很多有趣的事。比如在厚安社
区，一位 7 0多岁的阿姨是楼
长，她到现场给我们帮忙，要
给我们搬桌子、搬椅子、找抹
布擦桌子、烧水给我们喝……
她的热心让我心里很温暖。

还有一次遇到《齐鲁晚
报》的一位老读者，来维修收
音机的同时，拿着报纸说要给
援疆活动捐款，她拿出了两百
块钱，让我捎给负责公益活动
的孙淑玉。她就是李韶然阿
姨，以前与毛旭松等记者联系
过，还认识毛贤君等老读者。

我相信，居民的这种热心是进
社区活动长期坚持的结果，说
明我们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在拉近。

前几天从微博上看到一
段张艾嘉说的话：“我说过‘成
功’在字典里的意思就是‘把
事情做好’。而我们存在的意
义在于继续把自己的工作当
一回事，有一份尊重去做好
它。”我很认同这句话。

每周日我们都进社区，它
不仅仅是工作，已经成了习
惯，习惯到可能别人会忽略。
但对于我们来说，应当，而且
必须把这件平常的工作当回
事，并且用心做好。

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看着自己忙前忙后组织的义工为居民
服务，张倩倩打心里美。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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