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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了

就 改
●11月4日A9版《十

年终得报》最后一段：“于

2000年11月4日9时许”，

“4日9时许”应为“4日晚9

时许”。

●11月5日A14版《吉

林延吉首现野生东北虎踪

迹》阅读提示：“延吉市三

道湾镇村民家中两头黄牛

被不名猛兽在山中捕食”，

“不名猛兽”应为“不明猛

兽”。

●11月6日A12版《西

柳下，四面嘘声》第三栏：“但

是马拉多纳坐得四平八稳，

丝毫没有下场的意思”。“下

场”应为“上场”。

●11月6日B2版《城市

大集去留之辩》“拆迁派”第

一段：“粗方式发展已经没有

历史机遇”，“粗方”应为“粗

放”。

●11月9日A12版《大

货车高速路上莫明起火》应

为《大货车高速路上莫名起

火》。

●11月9日A24版《乱

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北

京国安酝酿换血”部分第二

段：“相比于今年获得联赛前

四名的球员”，此处“球员”应

为“球队”。

●11月9日A26版《中

国国奥创三项纪录》“中国国

奥队迎来了本届亚洲杯首场

比赛”，句中“亚洲杯”应为

“亚运会”。

（感谢读者周广清、张玉
军、杨红、朱永胜、韩允平、潘

京华的批评指正）

敢于担当

11月9日A6版《超市货

架满眼“植物奶油”》这枚“重

磅炸弹”的社会效应可想而

知。晚报的可贵之处在于，深

入现场采访、握有真凭实据的

记者署了真名实姓，足见其敢
于担当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读者 张家善

这并不是一篇“很刺激”的

报道。这两年影响较大的，比如

记者乔装“学艺”暗访假鸡蛋生

产、到北海卧底调查资本运作

传销等等。调查深入扎实，我们

在做报道的时候就不怕直言不

讳和指名道姓。因为自信才敢

于担当。 记者 李岩侠

精彩标题

11月10日A21版《守不住
门 把不住嘴》，寥寥八个字就

把国奥门将王大雷球技一般，

欠缺修养的特点概括出来。可

以输球，但是，不能输人，更不

能大放厥词。 济南 陶玉山

王大雷作为一名21岁的

大男人，应该具备基本的道德

礼仪。这样口无遮拦地放炮，

说明他自身素质和品行都存

在极大的问题。对此坚决不能

手软。 记者 胡建明

不太合适

11月10日A9版《涂“唇

膏”后男孩离奇死亡》，这个标

题把结果说得太肯定。“据临

清市公安局……介绍，目前还

不能确定小泽的死与小食品
有关”。标题改为“男孩离奇死

亡疑为涂‘唇膏’所致”之类的

标题更合适。 潍坊 王来臣

读者说得有道理，标题虽

然说了一个事实——— 涂“唇

膏”后死亡，并没说是因涂唇

膏而死，但这个标题背后的

“潜台词”还是容易误导读者。

感谢读者提醒，我们将更加严

谨慎重。

编辑 孟秀玲

王来臣、朱秀芬：11月8

日A8版《这是车祸 不是涂

鸦》。这幅照片很有启发意
义，意在提醒人们驾驶时一
定要小心。运送特殊货物一
旦发生意外，人员伤亡不是
小事，污染也是个问题。标题
起得很有意思，十分生动。

编辑者说：再普通不过

的一起交通事故，编辑灵机

一动起了个好标题，关注的

读者多了，内涵也有所拓展。

刘成伟：11月9日头版
版式和内容好“土”啊，今日

头版全面回归故乡——— 济
南，不要玩紧缩啊。图片不

是很喜欢，视觉冲击力和故
事性都不算很强。11月11

日头版版面拘谨中透露着
清新活泼，漫画很给力。

编辑者说：9日头版，

大家都在发月球照片，晚报

选择一起溢水事故，肯定是

想做出自家面目。我感觉事

件选择还可以，就是图片平

淡了些，但几条导读选择不

错，总体上比11日头版要

好一些。

蒋延琳：11月12日A13

版《都是贪杯惹的祸》：这版
稿子组织得非常好：有醉驾
送儿子去医院的父亲，也有

自投罗网的醉酒司机，还有

酒后寻刺激打架的无聊青
年，以及喝醉酒后在马路上

睡大觉的美国小伙，编辑用

新闻报道为我们描绘了一
幅醉酒百相图。其实，这四

篇报道向读者“灌输”了一

个道理——— 贪杯误事。

编辑者说：这组稿子分

别来自青岛、泰安、东营，时

间都是“11月11日讯”，同

一时间，事故不少。这正是：

喝酒闯祸，四面楚歌。编辑

的版面处理非常用心，增加

了新闻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郑东敏：11月9日A5版
《柴油到底荒不荒》，看完之

后也没了解到底是荒还是不

荒，三方说法人云亦云，还是

没有个结果，虽然我不加柴
油，但是文章总归要给读者
一个答案吧？

编辑者说：细心读下

来，答案还是有的：柴油并

不缺，但“批零倒挂”导致

“拉闸限电”。有时候，新闻

报道只能给大家一个采访

的结果，各说各话，答案由

读者自己总结而不是由记

者来主观认定。

程占新：11月12日头

版：黄尘滚滚遮云天，人世

纷纷化飞烟。菜价噌噌惹人

怨，冷风嗖嗖透心寒。

编辑者说：黄尘吹尽是青

天，世事成烟古亦然。天气冷

了有暖气，菜价高了少吃点。

林荣耀、王来臣：11月

12日A10版《城里“大班”大

过农村一校》，是一篇贴近、

深刻的报道，看完此文，相
信所有读者的心里都是酸

楚的。为什么农民赚钱不容

易，却拼命地让孩子往城里

学校挤？农村学校师资条件
太差，五年没分配过一个年

轻老师，这就导致教学质量

提不上去。现在的家长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好的教

育，希望知识改变命运。

编辑者说：城里的“好”

学校，一个班里90多个人，

孩子们听不清、看不清、动

弹不得，身心发育都受影

响。只靠教育部门的“严肃

处理”是不行的，还是要从

“治本”上下功夫。

陈强：11月12日A13

版组合不错，但感觉中间部
分处理得太重，美编的形式

主义痕迹多。

编辑者说：读者的眼光

比较独特。我个人的看法

是，编辑为保持版面内容的

完整统一，做了一个创意，

空间使用还是挺好的。当

然，版面还是应避免过度装

饰的。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评报员之窗

小画家

写生

泉城公园，在

凛冽的寒风里，一

群儿童穿着厚厚的

棉衣正在画画，虽

然天气冻人，但大

家聚精会神，像模

像样。

拍客 张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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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老师

我上九年级时，在一次

世界历史课上，老师巴雷特
夫人给我们布置了一项新

作业，她要把全班同学分

组，每四个人一组，每一组
都要围绕我们正在学习的

世界文化做一份报纸。

巴雷特夫人让我们将

各自希望与之分为一组的

同学的名字写在纸上。我和
米茜同桌，她是班上最好的

学生之一，我将三个同学的

名字写好后，交给了巴雷特
夫人。巴雷特夫人说，她会

好好考虑我们所选择的同

学，在第二天公布分组的结

果。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将

会和我选择的同学分为一

组。全班只有少数几个同学
深得人心，为人处世大方得

体，米茜就是其中之一，我

选择她和我一组，我知道，

她也选择了我。

第二天，我盼望着早点

儿上课。上课铃响后，当巴
雷特夫人让大家安静的时

候，我和米茜停止了交谈。

巴雷特夫人开始宣读名单。

当她宣布第三组的名单时，

念到了米茜的名字。“那么，

我是在第三组了？”我想。接

着，她念了那一组的第二、

第三和第四个组员的名字，

其中却没有我的名字。我

想，巴雷特夫人肯定是弄错

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

我的名字，那是在最后一
组：“莫若、朱莉特、雷切
尔、卡瑞娜。”我能感觉到

眼泪正从眼眶中涌出，我如

何面对被分在这一组的事

实呢？那个男孩莫若几乎不
会说英语，女孩朱莉特整天

哭丧着脸，另一个女孩雷切
尔穿的衣服古里古怪。噢，

我多想和我的朋友在一组
啊！

当我向巴雷特夫人走
去时，我努力忍住不让泪水

流出来。巴雷特夫人看着
我，显然，她已经知道我为

什么去找她了。我在心里告
诉自己，一定要说服她把我

分到“好学生”一组里。

“为什么？”我开口说。

巴雷特夫人将手轻轻
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知

道你想说什么，卡瑞娜。”她

说，“可是，这一组需要你，

我需要你帮助他们将这项

作业做及格，只有你能帮助

他们。”

我一下子怔住了，完全

失去了刚才那种想讨个说

法的理直气壮。

“你愿意帮助他们吗？”

她问。

我挺直了身子。“是

的。”我回答，我不相信这话

是出自我的口，但这是事

实。我已经答应了。当我毅
然走向我那一组时，我能听

到我的朋友们发出的笑声。

我在位置上坐下来，我们开

始做作业，报纸是按照类别

来分栏目的，我们做了研
究。

那个星期过了还不到

一半，我就发现自己喜欢和
这三个“差生”相处了。和他

们在一起无需伪装——— 我

越来越希望能了解他们了。

我发现莫若一直在努

力学习英语，我还发现他缺

少朋友；朱莉特也很孤独，

因为同学们都不明白她为

什么整天哭丧着脸，而我已
经在和她的短暂相处中，了

解到那是因为她爸爸酗酒，

她一直生活在贫困环境中

的缘故；雷切尔要求做时尚

栏目，因为她想成为一名时

装设计师，她有许多独一无

二的主意。其实，他们不是

差生，同学们之所以这样认

为，是因为没有努力去了解

他们——— 除了巴雷特夫人。

巴雷特夫人的洞察力、先见

之明和体贴入微的心思，将

潜力从她的学生身上挖掘

出来。

如今，我既想不起我们

那份报纸的标题，也想不起
我们写的是哪一方面的世

界文化，但那个星期我确实

学到了很多。我有机会用一

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别人，我

也有机会发现自己身上的

潜质，在之后的岁月里，那

份潜质一直激励着我。我还

懂得了，我们看起来像什么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

道自己有什么潜质，并将它

挖掘出来。

那个学期结束后，我们

四个人每次相遇时，仍然会

相互友好地打招呼，而我也
总是很高兴看到他们。

那次作业，巴雷特夫人

给我们的成绩是A。反过来，

如果要我们给老师打分的

话，我认为也应该给巴雷特

夫人一个A，这是她应得的

成绩。

作者：卡瑞娜·斯诺 翻译：朱孝萍

金色的卡迪拉克

有一天，我和姐姐威尔玛在

门前的草坪上玩的时候，父亲开

了一辆金色的卡迪拉克回来。我

们惊奇地跑过去，我问：“爸爸，这

是谁的卡迪拉克？”威尔玛问：“我

们原来的车麦考利呢？”

父亲爽朗地笑着说：“先去叫

妈妈过来。”

我们跑进屋去，到厨房里叫

母亲：“妈妈，快出去，爸爸叫你去

看新车呢！”

妈妈惊讶地问：“你们说什

么？”

我大声地说：“爸爸开来一辆

金色的卡迪拉克。”

我们再次到门口时，我的几

个叔叔婶婶都出来了。那是个星

期六的上午，每个人都在家，一个

叔叔说：“是全新的卡迪拉克呢。”

父亲自豪地回答：“是啊，刚从车
行开回来的。”

这时，母亲过来了，我们每个

人都看着她笑，但她脸上一点笑

容也没有。我们都等她开口，妈妈

盯着那辆车看，然后看了一眼洋
洋得意的父亲，问他：“威伯特，你

没有买下这辆车吧？”

“不，我买了，我忍不住买

了。”爸爸说。

“我们的麦考利呢？那辆车只

开了一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呢。”妈妈说。

父亲点点头说：“我承认，麦

考利是辆好车，但这辆更好，亲爱

的，不要皱眉头，我们开着崭新的

卡迪拉克去兜风吧。”

母亲摇摇头说：“我不去，我在

灶上煮着东西呢。”说完，她转身回

屋去了。所有的人沉默了好一阵，

那场面有点儿尴尬。父亲对叔叔、

婶婶们说：“她可能觉得卡迪拉克

太贵了，我会慢慢让她想开的。”

以前每个星期天的下午，父

亲都会开车带着全家去兜风，有

时在本市转转，有时会一直开到

芝加哥、底特律。但在这个星期天

下午，母亲拒绝搭父亲的车去任

何地方，但她允许我和威尔玛跟

父亲出去。于是，父亲开着金色的

卡迪拉克带我们去公园。路上，我

看到父亲有点难过，可能是因为

母亲不跟我们一起去的缘故。

那天傍晚，父亲和母亲走路

去街角的咖啡店吃饭，显然，父亲
没能说服母亲，因为她仍然拒绝

乘坐那辆卡迪拉克。

开了四个星期后，父亲就把

那辆卡迪拉克锁在车库里，锁了

两个星期后，到了星期六，父亲把

卡迪拉克擦得锃亮，开出去了，天

黑时，他走路回来了。我和威尔玛

跑过去问：“爸爸，我们的卡迪拉

克呢？”

他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说：

“卖掉了。”

我又问：“为什么要卖掉？我

们现在穷了吗？”

“我们没有穷，我们有更多的

钱，最重要的是，我们全家人都走

到一起了。”说完这句话，父亲冲
刚走进来的母亲笑了一下，母亲
也笑了。

卖掉卡迪拉克之后，父亲又

开起了原来的二手福特车。当他

开着那辆“吱嘎”作响的旧车带我

们兜风时，人们忍不住嘲笑我们。

父亲让我和威尔玛抬起头来，他

说：“不要难为情，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家还是跟开卡迪拉克时一样
有钱。现在，我们虽然开的是既旧

又破的车，但全家人都在这车上。

所以，要抬起头来。”

作者：迈尔德里德·D·泰勒 翻译：韦盖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