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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退休女教师，今年76

岁。退休后的第二年，我就从老家
山西省临汾市，回到了阔别38年的
我母亲的故乡，也是我的出生地山
东省滕州市。这之后，我才结识齐
鲁晚报，齐鲁晚报办得好，当时看
了后，让我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2001年，我同儿子从滕州来到
了日照，那时的日照还没今天这么
漂亮，但那温润清新的空气，那一

望无际的大海，那蓝天白云金沙
滩，就足以使我喜欢上了这个小
城。我也把买晚报、读晚报的习惯
带到了日照，这种习惯也影响着我
的家人。

一份晚报取回来，我们老少4

口人都爱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喜欢的板块。我最爱看古今人物和
卫生保健板块；儿子最关心国际问
题，如钓鱼岛维权，南海争端等，他
还爱看汽车保养和交通新闻；儿媳
喜欢看养生与教育新闻；孙子最爱
读文学、历史、旅游新闻。我们各取
所需，互相交流推荐文章。孙子的
作文，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又丰富，
说理透彻，许多内容来源于晚报。

对于自己喜欢看的、有价值的
新闻，我会裁剪下来，收藏好。后来，
我又发现，剪下这么多有收藏价值

的报纸，但要找相关材料看时，得翻
找半天，于是我分类保存，分为新闻
类、投资类、房产类、经济类。为了方
便存放和参考，我又买了许多大信
封，分类装起来，并在信封上分别写
上“时政新闻”“文化教育”“医药卫
生”“金融货币”“城市经济”“交通旅
游”“工业农业”“文艺体育”“中外文
学”“生态环境”“科学军事”“国防海
洋”等10多个。

最近，我收集了齐鲁晚报报道
钓鱼岛全部材料，并写出我的童年
见闻，控诉日本侵略者在台儿庄和
滕州、临沂犯下的滔天罪行。现在我
开始收集“美丽中国”的材料，汇集
成册，我坚信在党的十八大后我们
伟大的祖国一定会奔向更美更新的
征程。

本报见习记者 辛周伦 整理

每天早晨七点左右，莒
县寨里河镇的牛存富就骑
着摩托车往返各个村之间
投递报纸，他每天要送27个
村，往返百余里路。5年时间
里，他不仅及时地把报纸送
到订户手中，还把外边的信
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里，他
被村民们亲切地称呼为“信
息使者”。

今年刚30岁的莒县寨
里河镇投递员牛存富，干
投递员已经有5年时间了。

“当初选择这个职业，主要
是感觉挺新鲜的，不仅能
开拓人际交往面，而且还
能第一时间看到报纸。”牛
存富说。

牛存富介绍，刚开始干
投递员的时候，村里还基本
没有网络，村民从外边了解
信息只能通过电视和报纸，

“晚报国内国外新闻都有，
而且写得还透彻，所以不少
人选择看报纸了解一些新
闻。”牛存富说。

牛存富介绍，他一天要
向27个村庄以及20余个单
位投递报纸，每天送一趟报
纸需要往返百余里路。长年
送报纸，牛存富与订户们也
都比较熟悉，每当遇到比较
大的事情，很多村民就会拦
着他要报纸看。

“晚报的订阅量一直不
错，我们这边的订户每年都
增加很多。”牛存富说，“每
个村党支部都有。”牛存富
介绍，尤其是一些政策性解

读之类的报道，有些村两委
在开会的时候都要拿着晚
报进行学习。

牛存富说，自从2010年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创刊
后，村民们对晚报更感兴趣
了，“今年晚报记者还来寨
里采访了，村民都感到很惊
讶，没想到自己身边的事还
能上报纸。”牛存富说，“刚
上报纸那几天，附近几个村
天天就讨论这事。”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投递员牛存富是27个村的“信息使者”

每天骑摩托车往返百余里投递报纸

我是齐鲁晚报的老读者，
家住万泰颐轩小区。我有一个
读报习惯，就是看到有价值的
文章，便裁剪下来，分类装在大
信封里，如今，我的大信封已经
有十多个了。

牛存富每天要投递27个村庄。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老读者

投递员

刘盛华老人展示她的剪报。本报见习记者 辛周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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