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干净了，环境美了，吃喝玩的地方也多了……

市民畅言对德州的浓浓爱意
土生土长的德州人李开友———

打拼十几年和家乡一起成长
我今年才38岁，可大伙

都爱叫我“老李”，这并不是
我老，是德州人觉得这样叫
亲切。我的老家在德城区黄
河涯镇，我是地地道道土生

土长的德州人。
1994年，我到德州市开始

创业学做生意，那时候的德
州，经济欠发达，消费水平有
待进一步挖掘。但是这座城市

不断发展，给了我希望和更广
阔的舞台，回想这十几年的打
拼，我的日子越过越好，生意
越做越大，这座城市也越来越
漂亮，经济越来越好。

如果您深爱德州这座城市，快说出您的理由吧！您可以借助以下
任何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1 .致电德州市长热线12345；
2 .《今日德州》热线电话：0534-2600000；
3 .电子信箱：1695790313@qq.com；
4 .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官方微博：http：//weibo.com/qlwbjrdz；
5 .欢迎加入爱德州QQ群：143572637；
6 .百度今日德州贴吧(贴吧中，输入“今日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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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减河湿地公园吸引着不少爱好者。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13日，本报记者走在德州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德州市

民，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德州人，有的是来德州创业后留在

这里的外地人，也有的是刚刚踏上这片土地不久的来客。但

是，他们说起对这座城市的爱时，却兴致勃勃，率真而又朴素，

在这一句句朴素的话语中，却又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这座城

市的浓浓爱意。

外出创业的80后吴海洋———

一看到太阳能灯，就感觉到家了
我1986年出生在德州武城

县，长大之后一直在外地做生
意。这里是我每次外出最牵挂
的地方。

不止一次地离开德州，

又回到这里，不知不觉间，我
发现德州有好多值得我向外
地朋友称道的地方，像减河
风景区、董子读书台、海岛金
山寺，还有德州的路干净了，

环境优美了，各种可以吃喝
玩的地方也多了。每当下了
高速公路，看到一排排太阳
能景观灯时，我就会感觉到
家了。

淄博籍模特女校长梅旎———

培育更多人才，让这里更美
我是淄博人，从小跟随

当兵的父亲到德州，一直上
学到高中毕业。之后离别德
州二十多年，又回到德州创
业，创立了德州凯莱希模特

学校。每每出差回来，从高速
下来自东向西进入德州城区
看到太阳谷的景致，夜色阑
珊，非常迷人！

生活在这里，奋斗在这

里，我的爱也在这里。我愿意
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在挖
掘、培育更多的模特人才的
同时，让这里更美丽，把德州
的城市名片传播久远……

温州商人的后裔廖建文———

踏实的日子让我爱上这里
我是温州乐清人，1989

年，我随到这里做生意的父
母来到德州，大学毕业后，我
到一家通信公司工作。没想
到，三年前，总公司又把我派
到德州来。

德州人消费习惯于量
入为出，比较侧重于开源节
流式的消费方式，而我们温
州人的消费方式比较超前，
有好多亲友习惯于靠借贷、
靠钱生钱的方式去维系个

人消费，而对生活在德州的
我来说，暂时还是喜欢那种
挣多少花多少的踏实劲。

每天迎着妻子女儿的
笑脸，这种小富即安的踏实
日子，让我无比爱这里。

跃华学校董事长李忠印———

德州给了我播撒梦想的地方
我老家在武城县，1985

年，我来到德州。1999年，我
创办起了跃华学校。

自幼，我就有一个上好
学的梦想，可是这个梦想在

我那个时代没有实现，得益
于经营玻璃钢公司获得经济
底子，直到我创办学校。

不断发展的德州和包容
厚重的德州人，就是我再次

取得发展的动力，德州这个
地方给了我播撒梦想的地
方，我永远爱这个地方。

本报记者 王金强 整
理

90后福建籍大学生郑伊———

这里冬天不冷，人很热情
我是福建宁德人，今年9

月份才来德州学院外语系上
大学的。传说中北方的冬天
好冷，可是现在我也没觉得
有多冷，只是觉得有点干燥。

我在老家辨认方向喜欢
用上下左右来表达，而这里
的人认方向的时候喜欢说东
南西北，好几次搞得我找不
着方向。不过，德州的朋友并

没有因此而笑话我，反而是
耐心地告诉我在这里该怎么
辨认方向，他们给我的感觉
比较热情，对外地人特别照
顾，让我觉得特别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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