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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对日

照市物价局价格监测工作的有力宣
传，让及时准确的价格监测信息充
分发挥了纠正社会盲目消费信息、
引导市民理性合理消费、维护政府
公信力的多重积极作用，成为了日
照市物价工作坚实的宣传阵地和战
斗堡垒，在此衷心祝愿贵报在新的
一年里以客观公正的报道，成为公
众利益的守护者和社会导航的瞭望
哨！ 日照市物价局 陈通

本报记者 李玉涛

爱茶人又有好去处。日照
市六艺茶馆自9月28日开业以
来，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据了解，六艺茶馆为日照
市首个高档茶馆。茶馆共分为
炎帝神农、鲁周公、唐、宋、明、
清六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按照
各个时期的茶文化进行布局、
设计。

“现在很多的成功人士打
拼多年后，都越来越重视养

生，不再喝酒，改喝茶了。”翟
文伟说，“希望把六艺茶馆打
造成一个修心养性的地方，到
这里能品到最好的茶，欣赏最
精彩的茶艺表演。”

据介绍，目前六艺茶馆已
经开始销售高端红茶金骏眉。

“我们从一个月前开始了读道
德经的活动，我们的茶艺学员
每天造成6点半来朗读道德经，
也算是我们遵循‘茶痴’林治

的养生理念，传播中国茶道文
化。”翟文伟说。

翟文伟是YBC扶持的创
业青年，本报曾多次对其创业
故事进行报道。

“可以说是《今日日照》记
录了我成长的每个足迹，见证
了我的成长历程，很多人都是
通过报纸认识了我。”翟文伟
说，“祝愿齐鲁晚报《今日日
照》能越办越好，再创辉煌。”

日照市六艺茶馆总经理翟文伟

““《《今今日日日日照照》》见见证证我我成成长长足足迹迹””

日照市德慧养生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政龙

““很很多多人人拿拿着着晚晚报报来来找找我我””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曹政龙是日照市YBC创业
办公室扶持的第七批创业青
年。年仅25岁的他，已经进行了
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业。由于父
亲早逝，他逼着自己尽快成
熟，先是打工供应哥哥上大
学，后是创业撑起一个家庭。

“打算明年换个地方，更
接近市区中心位置，装修风格
更有文化气息。”曹政龙说，他
的梦想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
的养生会馆，内含茶养生、药

膳养生、中医养生等。
前段时间，他获得了日照

“十大孝星”的称号，很多人被
他的事迹打动。“还有很多人
比我更困难，我想继续加大济
困助学的力度，虽然现在经济
能力有限，别人一年资助五个
学生，咱一年资助一个也行。”
他说，在其创业初期，他曾资
助过6名贫困大学生。

今年9月26日本报以《一穷
二白创业幸遇商业界导师》为

题对曹政龙的创业故事进行
了报道，社会反响强烈。

“很多人拿着晚报来找
我，还有两个老家的人看了报
道以后来找我谈合作。”曹政
龙说。

在本报即将迎来创刊三
周年之际，曹政龙也送上了祝
福。“你们的报道都很贴近民
生，反映百姓疾苦，祝愿齐鲁
晚报《今日日照》越办越好！”
曹政龙说。

三岁的许圣博出生于2010年11月15日

可爱小壮壮与《今日日照》同成长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许

圣博，小名壮壮，我来自红黄
蓝日照亲子园。我是一个小
男生，今年三岁了，希望大家
喜 欢 我 ！”每 次 见 到 叔 叔 阿
姨，我家壮壮都会这样作自
我介绍。

壮壮，人如其名，出生时
体重七斤八两，他的生日是
2 0 1 0 年 1 1 月 1 5 日，那天在
日照大地上，齐鲁晚报《今日
日照》也正式与日照人民见
面。

我们希望宝宝将来可以
平安快乐、健康茁“壮”，所以
取名壮壮，而取大名当然要
文雅点，所以就叫圣博，希望
他像圣人那样博学。

壮壮很好学。在路上看
到字或符号，总要问问“这是
什么 ?”从一开始很骄傲地大
声读出“大药房”的“大”字，
到现在车库门上的“库内有
车，请勿停车”，大门口的“一
车一杆，禁止跟车”，他都能
读出来，这时常能引起路人
的惊奇。其实，我们知道，壮
壮之所以能认识这些字，得
益于奶奶平时的教育。

壮壮的成长经常能给我
们带来意外，就像有一天，我
们发现壮壮竟然会唱歌了，
我们很高兴地把壮壮唱歌的
视频展示给同事看，结果同
事评价：“宝宝唱得不错，妈
妈唱跑调了。”

壮壮三周岁了，已经在
读幼儿园的小班了。很幸运，
我们家的小壮壮能和《今日
日照》一起成长，也希望壮壮

能多读报，多学文化，做一个
博学多才的人，祝愿贵报越
办越好。

(许圣博父母)

热烈祝贺齐鲁晚报《今
日 日照 》创 刊 三周年，现在

《今日日照》已经成为很多人
每天都必须看的报纸。

今年芦山地震，我们去
灾区抗震救灾，记者电话与
我们取得联系，对现场救灾
情况进行报道。

希望齐鲁晚报《今日日
照》能越办越好！

芦山抗震“日照好人”
赵龙海

欣逢晟世，政通人和，齐
鲁晚报《今日日照》已迎来三
周年初度。

从创办伊始，就关注而
报道日照，全天候传递着真
情信息。

在今年芦山地震，我们
满怀—腔热血在灾区各尽所
能的援助，日照人都是好养
的！相信明天晨曦的日照必
将更加璀璨地屹立在世界的
东方。

芦山抗震“日照好人”
许妙彦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已

成为日照家喻户晓的报纸，
她的视角始终关注着日照本
地动态。

衷心祝愿齐鲁晚报《今
日 日照 》越 办 越好，植根日
照，在以后的日子里取得更
好的成绩！

芦山抗震“日照好人”
文永波 张明暖

祝贺齐鲁晚报《今日日
照》创刊三周年。三年来，齐
鲁 晚 报《 今 日 日照》扎根日
照，为日照人民服务。

今年我们去芦山抗震救
灾，记者电话采访，让我们对
这份报纸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祝福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越办越
好！

芦山抗震“日照好人”
胡小华

抗震救灾“日照好人”发来生日祝福

感谢你们，用文字为社会造
福，用责任心为大家服务，一路上
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朋友。热烈祝贺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创刊三周年，
愿《今日日照》明天更好！

东港区宣传部 刘慧

《齐鲁晚报》是我接触最早的
一份报纸，记得高中的时候，每天
都要买一份，大家分开偷偷塞在书
缝里看。

大学毕业回到日照后，再次拿
起这份报纸，却惊奇地发现有了我
们日照的地方版《今日日照》，“晚
报”依旧，“日照”添彩，期待《今日
日照》内容更加丰富，给读者带来
更多的惊喜！

日照市环卫处 张浩

传播齐鲁儒韵，记录日照点
滴，讲述海曲故事。贺齐鲁晚报《今
日日照》创刊三周年！

东港区文体新局 李伟

一报阅齐鲁，
承载世间百态；
朝夕追梦想，
传递知识能量。
祝《齐鲁晚报》越办越好!

日照市统计局 蒋传忠

伙伴们送来
生日祝福

本报见习记者 隋忠伟

1 1日上午，记者来到了汽车
站东侧沿街的一家过桥米线店，
这个米线小店除了拥有美味的米
线外，还见证了一位内蒙小伙和
日照小嫚的唯美爱情。

这家店的老板是来自内蒙古
通辽的小伙子杨楠，而老板娘则
是生长于日照河山的本地姑娘张
欣。他们于 2 0 1 0年一起就读于青
岛酒店管理学院，2 0 1 1年在学生
会组织的活动里结识并相恋，一
份爱情的信念让他们坚守在一
起，如今，杨楠远离家乡，来到了
张欣所在的美丽海滨小城日照，
两人在日照汽车站前开了一家云
南过桥米线店。

杨楠说，上学的时候，两人喜
欢邀三五好友一起出去唱歌，虽
然两人性格都比较开朗，但在人
际交往上我有时比较被动，张欣
比自己更加主动热情。“这一点让
我们俩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我也
在她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开朗。”杨
楠说，因为有共同爱好的美食，两
人约会还经常一起去“泡”米线
店。

“我们都非常喜欢吃米线，云
南过桥米线是我们俩的最爱，毕
业后他跟着就来到日照开了家米
线店”。张欣告诉记者，米线见证
了他们的爱情。

“这里的米线没有什么异味，
吃起来很舒服。不管是入味还是
火候，都非常到位，尤其是这个
汤，非常的美味。天气冷了，吃个
米线就再好不过了。”顾客杨先生
对记者说。

“我们店的米线汤料用鸡和
猪骨熬成，不加任何调料，已此保
证米线的美味。”杨楠告诉记者，
包括做米线的辅料都是我精挑细
选的。

过桥香米线

的爱情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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