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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齐鲁晚报的老读者张
希尧，确切地说，由于最近两年
青光眼的病症加重，今年93岁
的我已经不是一个能看报的

“读者”了，而是成了靠老伴念
报的“听者”。

1985年我从山东省商业厅
的工作岗位上离休，三年后，齐
鲁晚报创刊。上世纪90年代，我
开始订阅齐鲁晚报，这也为我的
离休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因为在商业系统工作多
年，我对晚报上的经济类新闻
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最近几年
商业业态的快速变化，简直让
人难以置信。看看最近几年齐
鲁晚报上刊登的商业新闻，年

轻人在手机上点点划划，就能
轻松完成购物，坐等商品送上
门来，而且比出门逛街还便宜，
这真是以前怎么也想不到的。

90岁之后，我开始明显感
觉到身体机能的衰退。首先腿
脚不行了，只能在家活动，没法
出门走动了，感知外部世界的
途径无非就是报纸、广播、电
视。读报纸这么一件原先看来
如此平常的事，因为青光眼病
情的加重，也很难坚持了。我的
视力逐渐衰退，去年开始，就只
能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报纸上的
标题，从一行行地“读报”变成
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报”。

到了今年，连这也做不到

了，视力上也就能辨别光感，那
就只有靠老伴读报，我“听报”，
才能获取报纸上的主要新闻。
更让人感到担心的是，我的听
力也在减弱，家人要凑在耳朵
边上，才能听到说了什么。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连
“听报”也做不到了，那我也能
坦然接受。因为生老病死本身
就是人生规律，而且在我的影
响之下，儿孙都成了齐鲁晚报
的读者，读报的习惯也能在我
家传承下去。

（由于身体原因，张希尧老
人目前已经住进了省中医监护
病房，此文是家人据其口述整
理而成。）

本报济南12月12日讯 “我今
年76岁了，活到老学到老，得跟着
新时代走。”12日下午，山东省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先进典
型座谈会召开，17位来自全省各行
各业、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代表交
流发言，其中十九大代表、寿光市
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这句
收尾的话，引起了现场热烈掌声。

已经连续39年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的王乐义，也是连续五届的全国
党代表。“十九大报告把解决‘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从北
京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何
让十九大精神在农村落地生根，如
何和三元朱村实现无缝对接？”他
恳切地说，乡村振兴不是一句空
话。他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
才能还富于民，让利于民，真正实
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一个村富
了不算富，一个县富了不算富，全
国的农民兄弟富了才叫真的富。”

参与座谈会的其他基层代表
包括沂蒙新红嫂朱呈镕、齐鲁最美
教师毛晓青、齐鲁最美青年刘骏等
都做了发言。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
先进典型，是有形的正能量，他们
弘扬了时代新风和社会风气，为加
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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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创刊，到
如今的全山东影响力和
发行量最大的都市类媒
体，齐鲁晚报三十载初
心未改，也从未孤军作
战。晚报与读者相融共
生，在数百万读者的呵
护中，迎来“三十而立“。

三十年,那些让我们
喜悦或者感伤的场景,如
今再提起来就是“故事”，
而我们始终是您的倾听
者。在齐鲁晚报创刊三十
周年之际,本报启动三十
周年特别活动———“咱俩
的故事”，我们的编辑、记
者,想把纸笔交给读者,讲
述一下您与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的缘分。

参与方式：扫描下载
“齐鲁壹点”，发送您的故
事到“情报站”，我们将选
择优秀故事刊发，还将邀
请幸运读者参加齐鲁晚
报30周年庆典。

2016年1月时，张希尧老人还能正常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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