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今日滨州

人物 2013年12月6日 星期五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

晚晚报报每每次次改改版版，，老老人人如如数数家家珍珍
李家海订阅齐鲁晚报17年，储藏室被报纸占满

“我与齐鲁晚报”暨齐鲁晚报

落地滨州20周年征文启事

春华秋实，花开花落，不知不觉齐鲁晚报已经在成长的路上走过了
26年。作为齐鲁晚报图文网络传输最早的城市之一，1993年，齐鲁晚报进
入滨州市场。落地20年间，一代代晚报驻站人扎根这片蓝黄交融的福地，
用手中的笔和镜头默默记录着城市的变迁。

在齐鲁晚报落地滨州2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与您一同分享这份快乐
与喜悦，与您一起感受时代的脉搏与律动。为此我们向您发出真诚的邀
请：即日起，本报将举办“我与齐鲁晚报”暨齐鲁晚报落地滨州20周年读
者征文活动，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与。

一、投稿要求：
1、紧扣“我与齐鲁晚报”主题，结合自身经历与工作实际进行写作，

实名投稿，内容真实。
2、题材以记叙文为主，讲述读者自己与齐鲁晚报之间发生的故

事，字数、文体不限。
3、参评稿件将择优于齐鲁晚报刊登。
4、征文结束后，将从中评选出“金牌读者”，并给予一定奖励。
二、投稿地址、方式：
投稿地址：滨州市黄河十路渤海九路锦

城大厦八楼《齐鲁晚报今日滨州》编辑
部(邮编：256600)，来稿请注明“我与
齐鲁晚报征文”字样，并请留下联
系方式。

投 稿 邮 箱 ：q l w b b z @
163 .com

联 系 电
话：3211123 ,
3210021

为了买报纸 专门去县城

李家海老人种了一辈子地。
别看他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但
是说起大事小事来，头头是道。
在不少村民眼里，他就是村里的
诸葛亮，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一个农村老汉，消息不但灵
通，说起来还事事在理。每次听
到村民们这么夸他，李家海就跟
他们说，“晚报上都写着呢，谁都
能看明白。”

李家海虽说是个种地的老
汉，但是年轻时就对报纸着迷。
当时条件有限，并没有多少报纸
可看。但每次他去县里或者外
地，都会买一份报纸回来。

有一年去北京，他看到了一
份当地的晚报，在车上读得入了
迷，差一点坐过了站。他那时就
想，是不是俺们山东也有这样的
晚报呢。在济南下了火车，他就
到处找，还真让他找着了。

可当时买报纸至少得跑到
县城，但是指不定多长时间才能
去一趟县城，时间一长，他就坐
不住了。为了买份报纸专门去县
城就成了他的“小秘密”。

后来想想，这样太麻烦了，
还得搭上车费，不划算。于是他
从1997年开始订阅齐鲁晚报，十
七年来，从未间断。

可以不吃饭 不能不看报

在李家海家里，茶几上，写
字台上，床头上，都堆着报纸。他

指着床头上的报纸说，我白天看
不完，晚上加班也得看完，要不
睡不着觉。有时候家人喊他吃
饭，报纸就成了他的“借口”，非
得看完再吃。“宁可一顿不吃，不
能一天不看。”

推开他家储藏室的门，里面
满满当当全是他这些年来收集
的报纸。一开始的时候，家人看

到储藏室光是他的报纸，别人的
东西无处放，就劝他卖掉。这时，
总是挂着笑脸的李家海马上变
脸，眼睛瞪得溜圆，“你缺这个钱
么！”家人自知无趣，从此也懒得
提这事。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李家海
能够如数家珍地说出晚报的每
次改版。看到记者听得入神，他

颇为得意。
随着报纸版面增加，信息量

越来越丰富，李家海发现报纸还
真不能扔。“有政治经济方面的、
有娱乐的、有健康保健的，有时
候找出来就能用上。”于是，他就
把每天的报纸都保存下来，整齐
地码在储藏室里。

李家海说，报纸每一次改版

都会丰富新的内容，越来越好
看，“报纸改版意味着升级了，像
蝉蛹蜕变，水平越来越高。”

晚报办得好 邻居都来订

李家海喜欢晚报是有理由
的。在他看来，不仅是报纸的版
面丰富多彩，啥事都有，最重要
的是，报纸的内容深入人心。

说着他展开一份最近的报
纸。上面是关于小产权房的。对
此，他认为自己很有发言权。“我
几个儿子现在都住上了村里的
楼房，干净、方便。国家现在很关
心这一点，下一步肯定会完善。”

他不仅对关系到自身利益
的事情关心，对一些其他的大事
小事也“操心”。“就拿这次党中
央号召勤俭节约一样，太好了。
反对铺张浪费，老百姓第一个举
手赞成。我种了一辈子粮食，知
道难处，看到浪费老百姓都心
疼。如今虽说富裕了，但省下的
钱干什么不行，还愁内需不足
么。省下的钱买枪不行还是买炮
不行？这样外国人还敢骑在咱头
上？”李家海说晚报写的事都说
到老百姓心里了，看了晚报很受
教育，长知识、明事理。

最近几年，李家海的报纸都
是儿子给订。原来，在他的影响
下，儿子、孙子也成了晚报的忠
实读者。李家海很知趣，他每次
都是下午去拿，这个时间儿孙已
经看完。

不仅如此，现在他的几个老邻
居也成了晚报迷，几年前都跟着订
齐鲁晚报。“不是我影响的，是晚报
办得好。”李家海爽朗地笑着说。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树行

李家海对报纸每次改版都如数家珍。

滨滨州州移移动动全全程程赞赞助助

邹平县黄山街道办事处代家村李家海老人今年72岁，1997年开始订阅齐鲁晚报，17年来始
终不渝。让人惊叹的是，老人能够准确记住晚报的每次改版，用他的话说，每次改版都是晚报的
一次蜕变，意味着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在他的带动下，现在他的几个老邻居几年前也开始订阅齐
鲁晚报，没事的时候几位老人经常捧着报纸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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