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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评报”欢迎您对每天
最感兴趣的报道进行点评；

“纠错”栏目也欢迎您对报纸
的错误及时指正探讨；

“公民记者”栏目里，欢
迎您把随手拍下的照片或发
现的线索、对烟台社会现象
的意见发给我们，希望每一
期都有来自您的报道。

以上内容，可通过发送
邮件至：jrytdz@163 .com或发
送短信至15963503817。

嗜嗜报报纸纸如如命命的的老老读读者者孙孙文文太太

我我骄骄傲傲我我攀攀上上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大大篷篷车车

本报记者 于涛

家住在芝罘屯附近，现年80

岁的孙文太无论从年龄还是报
龄上讲，都可以称得上是“老”读
者了。对于看《齐鲁晚报》这事，
用孙文太老伴的话说，就是已经

“离不开了”，她说，有时孙文太
甚至会一直读报读到下半夜。

从小酷爱看报

为人刚直不阿

从年轻的时候，孙文太就
非常喜欢看报纸，通过阅读报
纸上的新闻，让他感觉到了一
种足不出户却看遍天下的满
足感。在年轻的时候，孙文太
在单位负责收发报纸，他说在
那时他就养成了每天看报纸
的习惯。“可是我从不看单位
的报纸，自己买了看，不占这
点便宜！”

虽然头发已经白了，但孙文
太除了有些耳背外没有其他毛
病，说起话来中气十足，提到自
己年轻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挺起
腰杆：“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急，最
好打抱不平。咱就是不会写，不
然年轻时的故事能写一本书。”
他多次为同事挺身而出鸣不平，
因为“咱也不指望别人记得咱的
好，就是这样的人，看不惯这种
事”。

孙文太最喜欢看的报纸
内容不是身边的事，而是国内
国际的新闻。聊起这些来，他

似乎仍不减年轻时的豪气。对
于抗日战争，孙文太仍然记忆
犹新，他说鬼子和伪军就跟电
视上一样凶残，“很多七十岁
的人都没经历过，当时小日本
真欺负人！不过现在小日本不
敢 咋 呼 了 ，因 为 咱 国 家 强 大
了。”所以孙文太就喜欢看国
际、经济、国防建设和农业方
面的内容，从这些新闻中反映
出的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让他
感到骄傲和自豪。

看报纸是他一天中

最重要的事情

提起看报纸，孙文太又惹
来老伴的一通“埋怨”：“早上
七点钟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
拿《齐鲁晚报》，看到八九点钟
再出去溜达。”孙文太的儿子
也说，在这一天当中，他父亲
看报的时间占了绝大部分，没
事就能看到孙文太拿着《齐鲁
晚报》在读。

“就爱看个新闻啥的，之
前还买收音机听广播，后来我
嫌他晚上也听，太吵，就不让

他听了。”孙文太的老伴笑着
说，“这下可好，他就跟报纸耗
上了，有时候看报纸都能看到
下半夜。”

“看了这么多年报纸，我对
自己的总结就是‘没有文化的知
识分子’。”孙文太说，“虽然我文
化程度不高，但是报纸和书籍上
的知识却记得不少。”他举例说，
以前他喜欢放鞭炮，但看了报纸
之后，现在却不这样了，因为这
种做法不但扰民，而且还会污染
空气，从此之后孙文太就再也没
有放过鞭炮。

提到与本报结缘的时间，
孙文太已经记不清楚了，根据
他的回忆，在七八年前家里就
开始购买《齐鲁晚报》，搬家之
后，从前年开始，孙文太的儿
子就开始为父亲订阅《齐鲁晚
报》：“老爹就喜欢看这份报
纸，我们做儿女的就得让老人
开心。”

当记者问起对本报的不足
有哪些意见时，孙文太却摇摇
头，说自己提不出意见。“你们的
报纸纸张大方、版面多新闻广，
好！好！就是好！”

本报记者 于涛

芝罘西站的发行员邱文武
是一位“拜访达人”。在去年的订
报季中，他一共完成了460份订
报任务，很多读者都是通过这个
热情的发行员走近了《齐鲁晚
报》。

对于订报的拜访，邱文武
说，也许他最大的绝招不是别
的，正是坚持。在订报季，他“不
是在拜访，就是在拜访的路上”。

一年无休的投递生活

二月六日，正月初七，当
大家还在对春节七天长假的
尾巴尖恋恋不舍，邱文武就已
经上班了。“已经开始出报纸
了，不送过去订户会着急的。”
除了过春节的这几天假期，邱

文武平时基本没有休息日，其
他的节假日也跟报纸拴在了
一起。“一年无休，有报纸就有
活儿，”邱文武说，“送报纸的
时候有时也想休息，不过一想
到读者没报纸看，心里就比他
们还着急。”

虽然长假过后骤然下降的
气温，让室外环境分外“冻人”，
但是邱文武依然要在清晨四点
钟爬起来上班，他的送报路线是
从芝罘屯一直到北马路。清晨五
点钟，他把一百八十多份报纸一
一插好，整装待发。

碰上不方便行动的老年人
读者，邱文武会按照老人的要求
直接送到家中，所以当这一百八
十份报纸挨个投递到读者手中
后，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

工作责任促使着邱文武送
起报来不分寒暑，而来自读者们

的关怀也时常令他感动。“赶上
下雨天和下雪天，有的读者就能
理解咱们的工作，经常跟我说晚
送会无所谓。”邱文武说，这些话
让他觉得很暖心。

夫妻订报档

除了送报纸，邱文武在订报
纸方面也是一名好手。在2013年
的订报季中，邱文武个人总共完
成了460份订报。报纸订出去那
么多，邱文武却连说自己没有秘
诀。“就是出去跑，和人说话要诚
恳。订报季的时候，我满脑子都
是订报纸，在街上和人攀谈起
来，不出三句话就得说到订报
上。”

“跟人说啥？就说咱家报纸
的好。”邱文武笑道，“版面多、新
闻好，烟台的新闻有，省内的新

闻也有，就是比其他家的报纸好
看。”说起自家的报纸，邱文武语
气里充满了不容辩驳的骄傲。

邱文武一家之前开了一家
超市，也曾是齐鲁晚报的售报点
之一，这是他初次接触到齐鲁晚
报。后来因为超市要拆迁，他和
妻子决定一起成为本报的发行
员。“和对象合计了一下，觉得这
个活挺好。”既然要干，就要干
好。于是邱文武和他的妻子王大
姐组成了订报搭档，一出手效果
还真不错。“这样订报成功率很
高。”王大姐说，“就算有的住户
开始不订，我们就免费送一份当
天的报纸，第二天再送一份，第
三天他看着好就订了。”

提到来年的订报季，邱文武
说，他还要和王大姐一起组队订
报，“在外头，我叫俺家老头‘领
导’。”王大姐笑呵呵地说。

邱文武：

三三句句话话不不离离订订报报纸纸的的““拜拜访访达达人人””

坦诚相待

所以被读者惦念

从报上照片看，发行员
王伟明好年轻，哇“85后”啊。
能够耐着性子给千余位读者
写信沟通，说明小伙子有耐
心，够真诚，难怪做得好。

有人说中国人只问态度
不管结果，果真如此吗？我看
也不尽然。王伟明不仅认准

“没有不讲理的客户，只有做
不好的自己”，也用实实在在
的业绩证明了自身实力。

眼下，传媒市场竞争深
入社会每一个角落，发行环
节一手托两家，直接与读者
打交道。王伟明做到一封信
一片心，坦诚相待。因伤休班
被老读者惦念亦即情理中
事。

读者 郝红梅

追着年味跑

随着农村城镇化、城镇都
市化，曾经诱人的年味却在逐
年变淡。年味为何物，我在《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人文版“年
货一条街”中看到了。

早年条件差买年货犯愁，
年味都附着在物质期待上，大
人犯愁孩子欢喜。现在小康
了，买年货也犯愁——— 犯愁没
有稀罕年货。就想寻旧日年
味。此时年味升华为精神追求
了，能不费心思吗？

新生活永远向前，怀旧同
时更珍惜今天，新的追求不懈
的创造打造全新年味，拥有更
加诱人的美好。

读者 王春红

读者评报

扈刚

腊月二十三清晨那天，我起
床就按部就班地开电脑。写点啥
呢？嗯，有了，先给自己开个总结
会。想想这一年，老婆一句“语
录”冒出来：傍大款未果，好歹攀
上齐鲁晚报这大篷车。

这“大篷车”正经不孬。自
打去年初伤了腿，得空儿专心
翻弄《齐鲁晚报》，进而学电脑
打字发稿，我整个变了个人。
这会儿和报上的钢铁战士朱
彦夫一比，咱这点小伤压根不
算个事。咱重新振作，那是理
所应当。还要感谢于水五金，

在那儿的打工经历对我是个
历练，让我得以站在打工者角
度冷静观察与思考。给《齐鲁
晚报》的多数投稿都可说是打
工心得笔记。

夏 天 回 趟 老 家 ，我 接 着
“秀”我的执著：在网上读《齐
鲁晚报》，坚持给《今日烟台》
投稿。赶上母亲节，望望头发
花白稀疏的妈妈，老人家并不
苛求过什么母亲节，她只在意
儿女好好工作和生活……我
有感而发。数千里之遥，毛旭
松编辑不弃我文之粗陋，只念
情切，当即编发。在老家心里
也是五味杂陈，当初一同写稿
的伙伴有几个已然出书，自己

“豆腐干”还没整咋明白。但
是，我不灰心，再说，能参与耕
耘《齐鲁晚报》和《今日烟台》
这样的大书、参与社会进步大
进程，我只有荣耀无甚遗憾。

我原来不是好诌几句歪
诗吗，憋不住，一再叩《行走烟
台》版大门，终于得以“澎湃”
两把。能过写诗瘾，感觉真不
错。从读者版得知与我一同写
稿的毛贤君、吕富苓等都是前
辈级的“老”战友，人家都这岁
数还这么有战斗力，咱只有自
惭形秽的份。与之比肩，唯有
加油干，哪怕因文字拙劣不合
时宜老编再毙咱一堆稿子，哪
怕只能登出标题亮个观点呢，
我也不枉攀上齐鲁晚报大篷
车一回！

认准的事，我义无返顾。
爱上《齐鲁晚报》，我就放不
下。写稿也是，有时盯上一目
标，打脱靶不死心，还要再试。
比如写冬泳这事，我想能体现
咱港城人精神气魄，写个稿投
了，没戏。反思，还是自己没说
到点子上。又琢磨一个，欧啦，

一 枪 中 的 ！发 现 报 上 登 出 美
文，乐于同朋友共享。品出李
文毅“提来”《鱼市一壶茶》有
味道，立马推荐，美文共赏真
美事也。

还有一个事，我挺自得：我
教远在北国大兴安岭的妹妹读
电子版《齐鲁晚报》，由此带她走
上写稿路。老婆曾经提醒我“不
能把人家带沟里去啊”，我知道
妹妹忙负担重，但自信是“授人
以渔”。结果真行，妹妹依托《齐
鲁晚报》迅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
业余通讯员，在他们企业报上稳
稳地站住脚跟。

呀，瞎说没边儿了，话说正
题。我这一年没白忙乎，不光发
表了几篇小稿，精神状态大改
观，每每收到若干稿酬还能晒晒
成就感，多好！我真的打心眼里
骄傲，我攀上了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这队大篷车！

我是发行员

发行员邱文武

老读者孙文太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读者来信

读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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