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是我的好友
□读者 崔会军

我不但订阅《齐鲁晚报》，还
出售过《齐鲁晚报》。

几年前，我开着一家书店，
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开门营
业了，一直到晚上九点，我都驻
扎在我的小店里，守候一屋子的
书香。

除了固定的一排排图书，每
天还会有象鸟一样飞来的各种报
纸。卖最多的是本地的《齐鲁晚
报》，它每天带来最新鲜的政策、
文化、社会、身边等等的资讯、信
息，它的深度和高度与一些喜爱
读报的人的生活已经息息相关
了。我一一整理好版面，一摞摞地
摆在柜台上，这些报纸大清早从
印刷厂风尘仆仆一路赶来，常常
是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

每年临近高考，我会卖出比
平常多几倍的报纸。一些家长和

孩子，都关注高考的政策，高考
的题目，学校的选择。尤其是刊
登高考试题和答案的那一天，我
的店里门庭若市，大多数人都是
来买《齐鲁晚报》的，有的一买好
几份，捎给同学；有的甚至提前
好几天都预交了订金。看着那些
孩子，与报纸上的题目对着答
案，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也替他
们松了一口气，奋斗了12年，终
于可以一决胜负了。

《齐鲁晚报》对我自己更是
受益匪浅。店里不太忙的时候，
我就拿着报纸认真地阅读，我会
先去看我喜欢的“青未了”栏目，
让一篇篇美文陶冶我的性情，让
我的目光在一行行文字里寻找
优雅和从容。我像一只在阳光里
吃草的羊，在一片鲜嫩无比的草
丛间，嗅着青草的芬芳，很自由、
很满足的徜徉在文字的柔情蜜

意里。
周末版块“青未了·心理”，

没少帮了我的忙，我用其中的纪
实案例，梳理自己的情感、家事，
我还用其中的道理给朋友调解
家庭纠纷，给他们夫妻劝架，化
解矛盾和困惑。有不少朋友都愿
意听我的，说我好像是半个心理
专家了，说得一套一套的，听着
很舒服。我说这都是从《齐鲁晚
报》上学来的。

如今，虽然我的书店不开
了，但是《齐鲁晚报》却已经是我
离不开的好友，我依然年年订
阅。除了我必须认真关注的“青
未了”版块，现在我还给孩子报
了《齐鲁晚报》的小记者，让她跟
着大记者们出去参加各种活动，
增长知识，书写体会。

《齐鲁晚报》是我们全家人
的老朋友。

知心的话儿对你说
□市武警支队 柳凤春

初识《今日聊城》就被它内容
全面，设计巧妙的风格所吸引和
感染，每天忙完工作后的第一事
浏览齐鲁晚报，陪伴我茶余饭后
的闲暇时光。逐渐就有了一种依
赖，一种特殊的情感，似亲人、似
朋友、似知己。细思一下五年来与

《今日聊城》的相识相知的过程，
发自肺腹的话儿涌上心头，想对
你说……

从破土而出的单开四版，到现
在的8版、12版，看着今日聊城从苗
条精悍的线条到现在丰满的身板，
正像一个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少女，
作为见证人，我为你的成长而喜

悦。也许是工作与文字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也许是唇齿相依的缘
故。单位订着这份报纸，除了看部
队的报纸外，最动心的就是看这份
报纸了，也许它是陪伴我五年的良
师益友抑或红颜知己。

《今日聊城》不仅有国家和各
级政府的新政策、新规定，有各种
重要会议的精神和指示，还有政
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各种举
措，我的工作本身就需要了解这
些东西，读晚报有助于我的日常
工作，增加了我的知识量，开阔了
我的视野。

正因为有《今日聊城》，让我
的感情世界更加丰富，生活更加

精彩。读报，有些事让我感动不
已，有些事让我悲愤交加，有些
事让我喜出望外，有些事让我陷
入深思。感动的是那些助人为
乐、舍己为人的事。欣喜的是那
些为民办事、亮民心声的事。思
考的是那些能不能做、怎么去
做、怎么做好的事。这就是一份
好报纸的魅力，不仅叫人悲喜还
能引人思考。

《今日聊城》是我的良师益
友。“良师”给我启迪，教育我、指
导我，授我知识，促我成长 ;“益
友”给我力量，陪伴我、鼓励我，陪
我谈心，伴我成长，开拓了我的眼
界，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

晚报情 新闻梦
□东阿县第四中学 洪传印

2014年6月18日，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就创刊5个年头了。时光荏
苒，如白驹过隙，匆匆而过。5年
来，这份图文并茂，越办越有可读
性的报纸，鼓舞和伴随我与时间
赛跑，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说不尽
的乐趣。5年，我与《今日聊城》从
读者到朋友，一步一步走来，往事
历历在目。

《今日聊城》自2009年6月创
刊发行以来，作为忠实读者的我，
几乎每期都看，在生活闲暇之余
享受着一道丰盛的地方文化大
餐。上面刊发的新闻是了解新闻
热点、焦点的重要窗口，一些话题
和评论也成了茶余饭后谈论的重
要话题之一；上面的“旅游”、“视
界”等版面使得读者的眼界变得

更宽、更广，一报在手，可读得天
下……说家常话、有烟火味、更接
地气，《今日聊城》真正做到了“贴
近、有用、好看”。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整天与文
字打交道。每天除了认真干好本
职工作 ,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
读书看报，同时我也是一名文学
爱好者，平时笔耕不辍，在凤凰
网、新浪等网站上建立自己的博
客，将一些散文、诗歌、学校活动
材料置于其上，赢得了不少网友
的好评。有的朋友对我说，你的
文笔不错，为何不向报刊投稿，
争取发表呢？2012年4月，在本刊
创刊3周年的时候，在大家的鼓
励下，我试着向《今日聊城》发了

《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与齐鲁晚
报的故事)稿件，同时并没有抱太

多希望。但没过几天，我就看到
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齐鲁晚
报》上，闻着油墨的清香，心中有
份难以抑制的激动，满满的幸福
感迎面而来！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就像
我身边的一位良师益友，它不仅
丰富了我的生活，增加了我的阅
历，更多是给我推开了看世界的
一扇窗。

5年，我们一起走过风风雨
雨，一起见证曾经往事。5年，意味
着过去，也意味着新一轮回的开
始。无论时光怎么流逝，岁月如何
变迁，我和《齐鲁晚报 今日聊
城》的这份情愫都会更加浓郁芬
芳！

今后 ,我会一如既往地关注
《今日聊城》，愿你越办越精彩。

一个退休人员
的感谢

□市民 庞洪锋
我是一个企业退休人员，我和

家人对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充满感
谢和敬佩。

头些时，家中太阳能上水管可
能有点漏水，通过熟人找了家物业
公司，6月9日下午5点左右，物业公
司的两个修理工来了，看了看，说换
管子得收费200元，包括料钱工钱等
等，妻说，西单元的老苏家前几天也
是换上水管子，自己找的修理工花
费130元。我们拒绝了那修理工。

妻说，齐鲁晚报有个帮帮团，人
家服务读者，奉献社会，不如试试。6

点左右，我按齐鲁晚报上的便民服
务热线打了15106351701，一打就通，
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我说了自己
的情况和要求，她就称我庞大爷，并
告诉我打这个电话13012785594，找
刘师傅，问她贵姓，说是姓王，晚报
上有王瑞超记者的名字，再问，果然
是。我妻子直夸这个王记者做事热
情、认真、负责。并说，齐鲁晚报说帮
帮团是为了服务读者，奉献社会，真
是做的名副其实，毫无水分。

我给刘师傅打了电话，不到十
分钟，刘师傅就派了他的助手辛师
傅来了，辛师傅看了现场后说，不收
工钱，只收件钱，换管子收100元以
内，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更安全更可
靠的维修方式。辛师傅走后不到半
小时，刘俊全师傅也上门来看看。刘
师傅是个直爽诚实的人，他因摆弄
管子弄脏了手，我劝他洗洗手，他洗
了手，坚持不用我的香皂，不用毛巾
擦，不坐沙发，坐硬凳子，临走，刘师
傅连口水都没喝，让我过意不去。但
刘师傅说过的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
的脑海中：人除了钱，还有别的，就
是为社会做点事。让我感动。

齐鲁晚报的帮帮团，做的虽只
是义诊、擦鞋、家电维修、水电暖维
修等看起来是些小事，可，就是这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折射出一种服务
读者奉献社会的精神崇高，反映了
一种推动社会向前的正能量，给炎
热的季节里送来沁人心腑的清新的
凉爽。齐鲁晚报的年轻人们，用自己
的辛勤和付出，把国家和社会对普
通人们，对退休人员，对弱势群体的
关怀照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际行动。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的年轻
人受到人们的礼赞是当之无愧理所
当然的。谢谢你们!

齐鲁晚报
我的良师益友

□东昌路小学教师 张展
欣闻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创刊

五周年了，很是激动，多年来齐鲁晚
报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给我知识，
给我自信，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一
直以来想对晚报倾诉。值此良机，写
此小文，以抒情怀。

由于工作关系，我对文史比较喜
欢。晚报的“青未了”版块是我一直很
喜欢的栏目。里面对中国历史名人、
事件、儒家思想以及茶文化的阐述，
让对相关问题有困惑的我得到答案，
真有对症下药，醍醐灌顶之功效。

《今日聊城》版使我对我们的聊
城更加了解。从中我知道了聊城在京
杭大运河中的重要位置；知道了聊城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发展活力；社会中
的正能量；莘县是中国最大的绿色蔬
菜瓜果生产基地，甚至超过了寿
光……我把从晚报中汲取的知识适
当传授给学生，很受学生欢迎。

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齐鲁晚
报》，也衷心希望这位“老师”越来越
优秀，越来越渊博！

□东昌府区柳园小区 李民增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订阅

《齐鲁晚报》，邮局为我在楼下专
设了邮箱。只要没急办的事，每
天收到报纸，我就逐版认真浏览
一遍，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有
重点地细读。

我最爱看本市新闻，关心家
乡的建设和发展变化，《今日聊
城》读得最认真。因为我一生从
教，现在孩子又都在教育部门工
作，所以对有关教育的内容尤其
关注。老伴也爱看，每天看报，是
我们必做的事。

因为从小喜欢文学，又教了
一辈子语文，“青未了”栏目我也
很喜欢，不仅看得认真仔细，还
投过稿。

那是在母亲去世七周年前
夕，我写了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
题为《静夜无眠怀旧梦》，回忆母
亲在世时的一些生活细节，是流

着泪写的，写完了还泪流不止。
文章最后说：“7年前，娘走

完了她坎坷的一生，入土当天，
苍天垂泪，下了倾盆大雨，把一
个永久的痛留在我的心中。在娘
去世一周年前夜，我和妻子在聊
城大学南门外梧桐树下的石台
上乘凉，遥望南边老家的方向，
谈论着第二天回家祭母的事，忽
见一片黄叶落到身前，触动了我
的心弦，禁不住潸然泪下。根据
当时的情景，我即兴写了一首

《祭母》，诗是这样写的：“告别音
容整一年，凝神南望泪不干。每
见雨后凋黄叶，常忆床前抚膝
谈。苍天无心弃圣德，邻里有口
赞先贤。静夜无眠怀旧梦，诗韵
行行献灵前。”

完稿后，自己觉得满意，就
按《齐鲁晚报》的邮箱地址，发给
了“青未了”专栏，很快就在2012

年5月1 1日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发表。
就在那篇文章文章见报后

的第四天，2012年5月15日，《齐鲁
晚报》“拎机一动”栏目又发了我
的一幅题为《禁飞区》的摄影。是
我在聊城东昌湖公园拍摄的。风
光旖旎的东昌湖畔草坪中，放着
一排排鸟笼，鸟儿们竞相卖弄着
喉咙。几位老人坐在不远处的树
下聊天。我在附近路过时，觉得
有趣，便拍摄下来。

从那以后，我就更加关注
《齐鲁晚报》，聊城版块更是每期
必看。春节前报社组织的楹联大
赛我也参加了，还幸运地得了一
个三等奖。获奖名单在《齐鲁晚
报》公布后，几位当年的同事高
兴地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

《齐鲁晚报》丰富充实了我
和老伴的精神生活，让我们的晚
年生活更有意义。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关注它。

我与齐鲁晚报的故事

·今日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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