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日A2版《崂山景区增
设3800余个车位》第三个小标题第
一段第一行的“据解到，为了打造
国庆节‘嘉年华’吸引游客”，其中

“据解到”应为“据了解”。
●10月3日A3版《主题综合体

开始展露头角》第二段“主题综合
题开始展露头角”，其中“综合题”
应为“综合体”。

●10月8日A13版《民调低迷，
大老施压》第一栏倒数第一行“黄
复兴党部都发现难已推动辅选”，
其中“难已”应为“难以”。

●10月8日A24版《安倍新内阁,

换汤少换药》第四栏倒数第五行
“这种‘换汤少换药’体现了安倍越
发老道的政治手腕”，其中“老道”
应为“老到”。

●10月11日A10版《餐馆液化
气罐爆燃，致17人遇难》第二段第
三行“平时将烹饪设备都在门口”，
其中“都在”应为“放在”。

●10月11日A13版《时辰到，有
仇的报仇，有冤的申冤》第一个小
标题“一头一尾，高速男篮遇考验”
第二栏第三行“但实事是”，其中

“实事”应为“事实”。
●10月12日B6版《开枪、中枪、

躺枪》，中间一栏第六行“在整个过
程中，开抢的是民警、躺枪的是民
警……”其中“开抢”应为“开枪”。

●10月12日A13版《信博会展览
的全是行业热点》最后一段第二行

“现在国家也引发《关于促进云计
算……》”，其中“引发”应为“印发”。

●10月14日A7版《解决午餐
都在使劲》第四个标题“滨州”部分
的最后一段倒数第六行“同年10

日”，其中“10日”应为“10月”或少了
个“某月”。

●10月15日A13版《红富士上
市，比去年便宜不少》第一小标题
第三段“干旱的年头水果口感相对
比较便宜”，其中“比较便宜”应为

“比较好”或“比较甜”。
感谢孙传江、潘京华、李

晋、左秀香、朱永胜、周而复始等
读者的批评指正。本栏目来稿请
投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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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标题吸引读者

读者张泽森：众所周知，题目
是文章的眼睛，读者看报也是先
看题目，再读内容。报纸能否吸引
读者，好的标题功不可没。10月13

日的《齐鲁晚报》就做到了这一
点。看，《好吃又不贵，这事可以
有》、《学生没午饭吃？别怕，政府
给做》、《不穿秋裤会得关节炎？没
啥关系》、《酒驾实名曝光给老婆
们出大力了》、《明年春晚总导演，
果然是他》、《以前陪太子读书，现
在给豪门上课》……说实在的，读
着这些幽默有趣的题目不用看内
容，就是一种享受。

正能量的报道

读者张德刚：10月12日A6版的
报道，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特别
是孩子的遗书，我更是为之动容。
一个13岁的小女孩，特殊的家庭，
困难的生活，还能用什么语言来描
述呢？这是一篇非常棒的报道，能
够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幸运的是，
天堂里送回了孩子，才有了10月13

日A8版、10月14日A3版的延续报
道，由衷感谢救回孩子的医生，还
有那些爱心人士的捐助，社会需要
他们来弘扬正能量。感谢报社的全
面报道，也为记者白雪点赞。

打错了板子

读者纪慎言：10月16日A3版
《雾霾仍难散，只能等风来》一文
的副题说“我省多地空气重污染，
静稳天气是元凶”，我看未必。雾
霾不散，可以等风来吹散，但是雾
霾的元凶应该是空气污染，而绝
不是“静稳天气”。再进一步说，空
气污染的元凶是排放过度，排放
过度的元凶是监管无力。因此我
们可以祈求老天爷刮风，但是绝
不能打错板子，把天气静稳说成
是污染与雾霾的元凶。

本栏目欢迎来稿，稿酬从优，
来稿请投qlwbdz@163 .com。

我与晚报

在济南市南部山区，红红火
火的柿子经过巧手女人们的旋
转去皮之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
晾晒，就将变成让人馋得流口水
的“甜蜜蜜”柿饼。 马洪利/摄

““甜甜蜜蜜蜜蜜””

我我家家与与晚晚报报的的2200年年情情缘缘
□玉华

上个月，和我们家相熟的邮
递员孙姐打电话问：到了订晚报
时间了，给你们家订上啦。必须
得订啊，订阅齐鲁晚报是我们家
每年9月份的必需。

最初结识晚报是1992年在
济南读大学的时候，那时的男友
(现在的老公)是铁杆足球迷，经
常通过读晚报来了解中国足球
队的消息。后来有了甲A联赛，
他还常到现场看比赛。看完比
赛，他把自己看球的体会变成文
字，有的居然在晚报体育版的球
迷热线刊登。这更激发了他看球
侃球踢球的兴趣。因此，他经常
关注晚报，看看自己的球评是否
又见诸报端。

1993年暑假，他大学毕业
后回家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
教学之余，他对足球的热情不
减，义务教孩子们踢球，还利用
业余时间写看球感受。那时，在
偏远落后的农村，齐鲁晚报在

乡镇邮局的发行渠道还不畅
通，经常是2-3天才送一回。于
是，他就让我每周给他往家寄
晚报和足球报。每天在报摊买
了晚报，我都会一睹为快。因为
自己学中文，对晚报的副刊情
有独钟。当然，我有时也会浏览
下体育版，看下球迷热线栏目
有无自己最熟悉的那个名字。
就这样，他一年菲薄的收入有
不少是花在买报纸和邮票上。
不过，他在1993年、1994年被晚
报评为“优秀通讯员”，还收到
晚报颁发的获奖证书呢。

毕业后，我也成了一名教
师，和男友在同一所中学，扎根
于农村教育。乡镇生活的单调，
文化生活的匮乏，我们感到压抑
和窒息。有时我们周日骑自行车
去县城，在报刊亭上又见到了齐
鲁晚报！我们便买下来，看得津
津有味。

平日在语文课堂上，我常把
自己积攒的晚报发给学生，指导
他们读副刊上的优美文章，开阔

孩子们的视野，陶冶他们的情
操。渐渐地，有了晚报的帮助，越
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喜欢学语
文，喜欢写作。有好多孩子的作
文还在《作文报》、《语文学习报》
上刊登，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
动。

我们结婚后，随着晚报由
济南直接送到商河，我们便在
当地邮局订报纸，当天就能读
到。这一订就是十多年。后来，
我们由乡镇搬到县城，但订晚
报是每年9月份必须要做的事，
每天读晚报也成为我们一天很
惬意的事儿。老公和儿子抢着
看体育版，我更关注的是文娱
版和青未了。

二十多年的时光，弹指一挥
间。在读报过程中，我们一家和
晚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现在虽
然有网络、微博、微信，但晚报已
经成了我们家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有时，我在想，现在能静下心
来读纸质媒体，或许是最大的一
种精神享受。

读者评报错了就改

编辑提示：为方便交流，更
好地服务读者，本版开设齐鲁晚
报编读QQ群（群号：306484018），
欢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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