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我与晚报的故事

晚报的“豆腐块”评论最诱人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冯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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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图
书馆阅览室查看报纸，这是我一惯的
做法，一来学习知识，二来为写作搜集
一些素材。在翻阅完当地报纸后，习惯
地浏览了一下各地报纸。由于当时图
书馆更新报纸不是很及时，许多外地
报纸已是一周前的了，正当我准备要
走的时候，“齐鲁晚报”四个字映入眼
帘，因为它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报头，
对他的字我很感兴趣，于是就拿了一
份，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就让人放不下
了，因为这份报纸分量很重，一是版数
多，二是涵盖面甚广，可以说是一报在
手“游”遍山东，这是别的晚报所不具

备的。而且内容详实，不是简单带过。
在看到时评版时我放慢了速度，与其
他报纸时评版不同的是，这里的文章
不但是原创，具有唯一性，而且有深度
评论，还有小块头的读者来信，更有三
言两语的超短评论，可谓雅俗共赏，文
章注重一个“精”字，这似乎很合我的
胃口，逐字品读，直到图书馆管理员催
我离开。之后我就试着给晚报写评论，
虽然只是小“豆腐块”的文章见报，却
让我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买了电脑接通了网络，我就
再没到图书馆去了。于是每日上网阅
读齐鲁晚报就成了习惯。灵感来时不
免要写些小短文奉上，尽管有的并没

有发表，但却未能阻止我继续阅读、继
续参与的脚步。也就是在那些不起眼
的“豆腐块”诱惑下，大块头的评论也
逐渐登上了晚报，这固然缘于我的坚
持不懈，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晚报的
阅读，写作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得到
了晚报编辑认可的结果。

常说日久生情，的确是这样，对晚
报的关注和参与，我发觉自己似乎离
不开它了，离不开它对我的知识、信息
的滋润，更离不开它对我情感的抚慰，
说是知己，也更是难得的良师。用一句
话概括，那就是希望它越办越好，虽然
有些俗套，但我似乎找不出更恰当的
词句。

今年60岁的滕兆俊从1994

年开始在东港区政府广场卖
齐鲁晚报，直到今天，历经19

个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每天早上六点，滕兆俊

便推着小推车来到东港区政
府广场，先把所有的报纸都
看一遍，再准备一天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读齐鲁晚报，看
看每天周围发生的大大小小
事，真长见识。每天早上都会
有 十 几 位 老 人 来 报 摊 看 晚
报。”滕兆俊跟记者说。“齐鲁
晚报是我卖得最好的报纸，

最开始的时候一天能卖 1 0 0

多份。”
滕兆俊有两个女儿，大女

儿孙桂荣也经常陪母亲一块
在广场上卖报纸。孙桂荣跟记
者说：“近20年了，我母亲从没
间断过卖齐鲁晚报，有时候劝
都劝不住。我一有时间就过来
陪她。”“以前是老伴在这陪
着，现在他上老年大学去了，
女儿就经常过来，不过大部分
时间还是我自己，每天从早上
六点到晚上十点多，春夏秋冬
四季从无间断，下雨刮风的也

尽量过来，因为有一些齐鲁晚
报的老读者，每天早上都会过
来拿报纸，咱不能耽误了人家
的事啊！”滕兆俊说。

每天早上和下午都有一
些老人到滕兆俊的报摊看齐
鲁晚报，滕兆俊也是热情欢
迎：“他们很喜欢读晚报，让他
们花钱买，他们会有一点舍不
得，我都知道，过来看看也挺
好的，至少有人陪我说说话。”
坐在一边的陈大爷说，“只要
没事，我每天都会过来，晒晒
太阳，看看齐鲁晚报。”

60岁滕兆俊卖齐鲁晚报17年

每天都有固定报友免费来看报

今年58岁的宫焕山看齐鲁
晚报已经17年时间了，上班时
坐在办公桌前第一件事就是看
当天的齐鲁晚报，离休后宫焕
山有更多的时间看电视，但这
么多年宫焕山养成了一个习
惯，看完电视后仍要看齐鲁晚
报，“齐鲁晚报分析得比较透，
能让你知道事件的原因以及整
个过程，更深刻。”宫焕山说。

由于眼花，宫焕山随身携
带着老花镜，从单位离休后宫

焕山平时就在家看报，与一些
老伙计们聊个天，用宫焕山自
己的话说就是“惬意”。宫焕山
阅读齐鲁晚报已经17年时间
了，“之前在单位的时候就最喜
欢国家政策类的新闻，尤其是
涉及自己行业的。”宫焕山说。
宫焕山离休之前在农业部门工
作，“国家这几年对三农方面非
常关注，报纸上一有这方面的
新闻我都阅读好几遍。”宫焕山
说。

与上班相比，离休后宫焕
山有了更多时间看电视，但多
年来养成的思考习惯，让他看
完电视后仍要看报纸。“虽然电
视更直观，但是总感觉不够深
刻，在电视上看到重要新闻后
我都会第一时间找齐鲁晚报，
看看报纸上是怎么写的，报纸
分析得要比电视强很多。”宫焕
山说。

本组稿件由记者 彭彦伟
实习生 徐修香 采写

读者宫焕山看完电视后仍要看报纸

“齐鲁晚报分析得比较透，更深刻”

本报11月1日讯 (通讯员 王祥
渭 徐衍鹏) 为全面推进基层分局
建设，进一步夯实税收事业持续发
展的基础，莒县国税局坚持从六个
方面出发，推动分局建设，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一是坚持以文化建设为引领。突
出分局文化内涵和特色，将“文心国
税”文化品牌理念融入到分局建设的
各个方面。二是坚持以创新管理措施

为突破。探索和推行人性化、个性化
等管理模式，形成了一套符合分局实
际，便于各项工作开展的工作机制。

三是坚持以形成高素质的干部
队伍为根本。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
设，通过结对子、传帮带等方式，调
动学习积极性，提升了全局干部的
业务水平。

四是坚持以形成良好的国税形
象为目标。建立了联动工作流程和

协调机制，保证县局与分局之间衔
接顺畅，协调运行

五是坚持以构建和谐征纳关系
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税，按照公平、
效率、适度、法治的原则，以严格的
程序和严谨的规范推进公平公正执
法。六是坚持以转变作风抓落实为
保障。强化岗位责任制度的落实，开
展作风整顿，解决“在岗不在行、在
岗不在状态”的问题。

莒县以发展文化品牌推动国税建设
为进一步提高公路安全行车系数，莒县公路局

加快335省道龙山、陵阳段中央隔离设施建设。据介
绍，工程全长4 . 79公里，预计11月初完成增设工作。
中央隔离设施能有效解决车辆随意调头和侵占对向
车道问题，保障车辆及行人安全。工程全部结束后，
莒县所有国省干线一级公路路段将全部实现中央隔
离，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本报通讯员 王伟 史飞飞
摄影报道

335省道龙山陵阳段

增设中央隔离设施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彭
彦伟 ) 从1988年1月1日创刊，
齐鲁晚报整整走过了25年的风
雨历程，在25年的时间里，正是
有无数默默支持的人们，齐鲁
晚报才能一步步发展、壮大。
2010年11月15日，齐鲁晚报《今
日日照》正式落地，捕捉日照第
一手新闻线索，以服务日照人
民为宗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
称赞。

本报推出“与您相伴2013”
采访活动，在这么多年里，一直
对晚报默默关心与支持的读
者、邮递员、零售业主以及身后
许许多多默默奉献的人们，正
是你们的支持与厚爱，我们才
能一步步地走到现在。

祖孙三代都订阅齐鲁晚
报，5 2岁的发行员1 7年间风雨
无阻，把报纸第一时间送到读
者手里，9 0后邮递员抛开世俗
的眼光行驶在投递的路上，为
了一份责任，刘杰从开店起就
卖齐鲁晚报……无数背后默默
支持的人们让我们充满干劲，
一如既往，勇敢前行。

同时我们也面向广大读者
征集我与晚报的故事，您可以
讲述您与晚报之间发生的一些
故事以及您对我们的要求，您
的文章我们将在齐鲁晚报《今
日日照》上予以刊登。
本报地址：烟台路丽城花园西
门沿街19号楼一楼新闻部
邮箱：qlwbpyw@163 .com

电话：8308110

2012感谢有您，2013邀您同行

本报诚征

“我与晚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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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创业理念，开拓经营思维
莒县人社局免费培训110名大学毕业生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高娜 孙守梅) 1日，记者
从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该局第二期大学生自主创业班培训
结束，从去年以来，莒县人社局共举
办两届大学生自主创业培训班，两届
共计110名大学生受益。

据了解，培训是由莒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为刚毕业后有创
业意向的大学生提供的一次免费系

统的创业学习机会。每期大学生自主
创业培训6天，培训涉及创业理论、案
例分析、项目推荐等内容，与实践紧
密结合，融课堂培训与后续咨询服务
于一体，培训提升了学员的创业能力
和创业理念，为准备创业和初步创业
者提供学习和掌握创业技能的机会，
为实现自主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据已经参加完培训并经营着一

家中介公司的李彦伟介绍，虽然并不
是针对他所做行业的培训，“老师会
教给我们一些创业思想理念类的东
西，思维上可以开拓一些，还是挺有
用的。”李彦伟说。

培训结束后，对培训考核合格的
学员统一颁发创业证，享受国家有关
大学生创业的各项优惠政策。两届创
业培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已有10

余名大学生成功开办了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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