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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马致华感到齐鲁晚报的高考新闻“很有用”

稿子写得透，能帮女儿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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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开始订阅齐鲁晚报，这么
多年过去，马致华已经养成每天读报的
习惯。“最喜欢看教育新闻，想对写教育
新闻的记者杨凡说声谢谢，写得真好。”
今年46岁的汽车配件店店主马致华说。

10月24日上午11点，记者见到马致

华的时候，他已经把当天的齐鲁晚报收
了起来。虽然当天各种大事他都已先从
电视以及网上获悉，不过他说：“还是想
看看齐鲁晚报怎么写的，他们写得更透
彻而且还能分析出原因来。”

“杨凡写的教育新闻真好，从高考
前到录取完，各个学校以及专业都分析
得非常透彻，我最喜欢看教育新闻了。”
马致华说。马致华的女儿今年上大三
了，女儿高考那一年，马致华就是看着
齐鲁晚报的教育新闻给女儿提了一些
极其有用的建议。

虽然女儿已经上了大学，不再需要
教育信息，但是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
让马致华对教育新闻情有独钟，“亲戚
朋友家有考学的，我就给出主意，听记
者杨凡的没错。”马致华笑着说，“如果
有机会一定对杨凡当面说声谢谢。”

本报发行员李树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送完报纸，快乐写作

“刚开始做晚报发行员，家里也反
对，但是看到自己喜欢也就不再说什
么了。”李树国说。李树国做发行员刚
半年，他每天就能送300余份报纸了。

李树国与爱人经营着一家助学园。
从小就喜欢看书读报的他，还喜欢写
作，爱人做着一点小生意，现在他已经
成为一名专职网络作家，“今年刚写了
一本小说，赚了2万元钱。”李树国说。

家里有自己的生意，而且网络写
作收入也比较固定，对于选择做一名
风里来雨里去而且收入不算丰厚的发
行员，李树国有自己的见解：“从小就
看齐鲁晚报，报纸拿到手里的时候非
常兴奋，给人送报就是给热爱读报的
人送去快乐。”

每天早晨四点多，李树国就要起
床。儿子今年刚8岁，为了不影响妻子孩
子俩睡觉，李树国早晨从来不开灯，摸
黑穿好衣服，小心翼翼地开始忙活。不
过，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报摊主郭思平卖齐鲁晚报已有 5 年

晚报口碑好，自己感到自豪

每天送来报纸后，郭思
平要首先阅读一遍。

老读者

邮局女投递员李宗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有想订报的，首先推荐齐鲁晚报
李宗爱在投递员的岗位

上已经工作了8年，风雨的洗
刷让她比同龄人显得更老一
些，干了这么多年，李宗爱最
高兴的就是能及时、不出问题
地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从早上8点开始送，一上
午4个小时的奔波，中午简单
吃完饭，还要接着忙碌，“如果
邮件多的话，中午都没时间吃
饭。”李宗爱说。李宗爱每天要
送300多个邮件，“我送的片区
里，齐鲁晚报有140份，是我送
的所有报纸中最多的。”

作为一名女投递员，李宗

爱要比男同事们吃更多的苦，
“尤其遇到大风天气，感觉电
动车都快扶不住了。”李宗爱
说。送了这么多年齐鲁晚报，
李宗爱告诉记者，由于读者十
分喜欢，所以在订报时也容易
许多，“如果有想订报纸的，我
首先推荐就是齐鲁晚报。”李
宗爱说。

李宗爱已经把送报融入
到自己生活中去，“别人形容
我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
泥，但别管怎么样，只要报纸
第一时间送到读者手中，心里
就高兴。”李宗爱说。

李宗爱正在分拣齐鲁
晚报。

从2007年开始，郭思平
就开始卖齐鲁晚报报纸了。

“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卖到200

多份，最好卖的也是齐鲁晚
报。”郭思平说。

郭思平原来在太阳鸟附
近的报摊亭卖报，去年，她推
掉原来的报刊亭，盘下来孩
子姑姑家位于烟台路南段的
报刊亭。

23日上午8点30分，记者
看到，发行员送来的22份齐鲁
晚报只剩下了6份，“每天上午
10点左右就能卖完，这么多年

了，晚报一直非常好卖。”郭思
平说。虽然她的报摊只有三四
平米，但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
历程。“之前孩子的姑姑经营
的时候，我经常来帮忙，齐鲁
晚报卖得最好。现在我盘下来
了，晚报还是卖得最好。”郭思
平说。

郭思平告诉记者，每当
有读者前来买齐鲁晚报时，
她心里特别高兴，“这么多年
了读者口碑非常好，我已经
是晚报的一分子了，我为它
骄傲和自豪。”

22日
凌晨5点，
李树国已
经在分拣
报纸。

每天
看报成为
马致华的
一 种 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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