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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献血太多

祝建波：3月5日A16版《下
岗工人范俊凯12年献血96次》
第一段“12年来，无偿献血 96
次，献血量近13万毫升”，96次，
献血量近13万毫升？一次平均
1300多毫升，怎么算出来的？献
全血一次最多400毫升，献成分
血(血小板)2007—2010年一次
计全血 800毫升(带有激励性
质)，2010年以后一个治疗量的
成分血计200毫升全血。这一次
平均1300多毫升，是怎么计算
出来的？

编辑者说：经记者核实，范
俊凯献血，多数是献2个治疗量
的成分血按1600毫升计。

数字不对

刘学英：3月5日B4版《政
府是提供服务的不能把服务对
象支使得东跑西颠》，文中第四
段“与江苏相比,2003年,山东与
江苏的公共财政收入差距为80
亿元,到了2013年,差距拉大到
2008亿元,相当于滨州市一年的
地方财政收入”有误，据2014年
滨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披露，
该市2013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70 . 09亿元，2008亿元相当于
近12个滨州市一年的地方财政
收入。

编辑者说：记者解释，这段
话是当时的会议记录，意思是
大约相当于滨州市2003至2013

年10年财政收入之和。但稿件
的表述方式容易让读者误解，
不如干脆写成“大约相当于滨
州市10年的地方财政收入”。

这可能吗

刘学英：3月6日B1版《父
亲的“黑老鸹”》，文中说，1974
年公社党委刘副书记要50元卖
掉公社里唯一的轻便摩托车

“黑老鸹”，最后30元把车卖给
了父亲，还说“50元可是父亲不
吃不喝一年半的工资”。这相当
于每个月的工资不到3元钱，可
能吗？即便是刚参加工作的学
徒工每月工资也应该是18元。
那时候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要
150多元，一辆轻便摩托车即便

是旧的才卖 30 元似乎也不可
能。

编辑者说：儿子写父亲的
往事，或许会有些出入，但我个
人推断这些内容是可信的。父
亲作为放映员，实际上就是靠
工分吃饭的农民，3元钱有“劳
务费”性质，在当时也算是一笔
难得的收入。至于“黑老鸹”，旧
车为民所用，也有道理。

公开姓名

吴敏：3月10日A12版《高
息做饵，24人“吸”走千人 1 . 9
亿》最后一段说：“这起重特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头目就是
加工公司的经理，这名经理已
逃亡国外”。这个头目在案发地
也许已家喻户晓，为何在报道
里却不公开其姓名？现在连一
些欠账不还的“老赖”都登报点
名，如此重特大案的头目却不
公开姓名，令人遗憾。

编辑者说：公安部网上公
开的通缉令中有经济犯罪、刑
事犯罪等各种在逃罪犯，罪犯
之尊姓、尊容赫然在列，像此
案首犯“孙某”这种诈骗金额
高达 1 . 9 亿的还不多见，为什
么不公开姓名呢？十分赞同读
者意见。

善小有为

错了就改

●3月1日A8版《为救重
病同学 ,师生一天捐 9万多》
第三部分“史良君同学说”
有误，史良君为山东大学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书
记。

●3月2日B6版《2014,鲁
能的局》“困局”部分最后一
句 ：“ 多 少 有 点 失 望 了 自
然”，“了自然”应为“很自
然”。

●3月4日A20版《我本
来就是“代理”》第二段：“其
实我早就知道佩兰即将上
任的事了”，“佩兰”应为“佩
林”。

●3月5日A20版《小伙
翻车被扶 反讹大伯300元》
第二段：“他走到一个三叉
路口时”，“三叉路口”应为

“三岔路口”。
●3月6日A23版大标题

《杨冥：这次真的“不要脸”》
“杨冥”应为“杨幂”。

●3月9日A13版《马布
里43分 北京加时胜广东》
第二段“厉兵秣马，压阵以
待”，“压阵以待”应为“严阵
以待”；最后一段“防守端责
备马布里打爆”，“责备”应
为“则被”。

●3月10日A20版《北京
横刀立“马” 广东“艾”莫
能助》第三部分第一段：“这
一点在第四场比赛中尤其
明显”，“第四场”应为“第四
节”。

●3月10日A19版《再战
樱花，鲁能只剩4个旧人》第
三段：“谁都直到，因为与主
教练库卡之间存在一些小
的分歧。”“直到”应为“知
道”。

(感谢读者周琲、陶玉
山、周而复始、李正伟、周广
清、祝建波、周雪平的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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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大学教“社会调查”的缘
故，我对《齐鲁晚报》情有独钟，视其
为取之不尽的教学资源基地。特别
是关注校园的连续报道、新闻调查
类的深入报道，更成为自己信手拈
来的优质教学案例。

去年十月，晚报向小记者们发
起“分享下你的趣事乐事糗事吧”征
文，正值我讲解质性研究方面的内
容。受晚报启发，我提前布置了同题
作文，要求同学分组访谈，选出代表
汇报本组那“一箩筐的趣事、乐事和
糗事”。这别开生面的一课气氛极其
热烈，令人笑不可遏。出乎意料的
是，大学生“箩筐”里的事与“小记者
们”异曲同工，动辄也是他们小时候
如何如何，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引发了大家的深思。

晚报近一段时期关注的“保洁
员吃大学生剩饭”的系列报道，从问
题发现、各方面反应、原因剖析到

“光盘行动”倡议，给大家上了一堂
生动的教育课，我有心以此作为教
学案例，提示学生们关心身边的热
点，关注晚报的系列报道。虽然他们
对社会的观察还局限于校园，但相
信循着晚报的思路，也会有“窥一斑
而知全豹”的功效。

有道是教学相长，学生们的思
考也给了我很多启迪。学校领导班
子调整，有学生问我：中国的第一位
大学校长是谁？我无言以对，但很快
就给了他一个详尽的答案，并写成

《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 盛宣怀》
一文在晚报发表，并被多个媒体转
载。受一位球迷学生启发，我也把晚
报的价值用到极至：引导刚上初中
的儿子看球与读报并举，养成赛前
看分析、赛后读评论的习惯。待他潜
移默化成为班里的“评球大师”，甚
至登上演讲台、喜获好评之后，进而
鼓励他掌握课前预习、课后小结的
学习方法，竟也多有意外之喜。

把晚报为己所用，也算是另一
种情缘吧。

济南 李然

看看这位换锅
底的小商贩，在牌子
上手写广告，低保户
让利百分之二十。不
因善小而不为，赞！

摄影 孙守利

我与晚报

读晚报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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