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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高 收

互动台

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开办
的栏目，读者版每周二与大家
见面。

“我来评报”栏目欢迎各位
读者对本报的各版新闻、评论、
文章进行点评。

“纠错”栏目欢迎大家吹毛
求疵，错别字、常识性错误，甚
至标点错误，欢迎您在此处大
胆指出。

“读者来信”栏目，欢迎大家
为本报提出办报意见和建议。

“读者故事”栏目，是读者
讲述自己身边故事的平台，生
活中的琐事、趣事、伤心事，欢
迎大家来此唠唠，配图更佳。

我来评报

本报“行走烟台”群友到海阳吊唁梁辰逝世

生生命命已已逝逝，，精精神神永永存存

读者故事

栾金光：

家家有有报报童童，，更更爱爱齐齐鲁鲁晚晚报报

在在爱爱和和孝孝心心中中成成长长 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今年的暑期小报童营销秀
活动圆满地结束了。这期间，我
从《今日烟台》图文并茂的系列
报道中，看到了小报童们怎样
通过参加卖报实践活动，不断
地认识和挑战自己，一步步走
向成熟的艰辛而快乐的历程，
也知道了他们普遍感到自己在
待人处事方面的经验多了，好
像在慢慢长大，家长们则发现
自己的孩子越来越懂事讲理，
知道感恩了。面对着眼前的一
切，我怎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

纵观众多的营销秀，最令
我惊异和感动的，是那个“俩表
兄弟组合”。这两个分别只有7

岁和5岁的小报童，小小的年纪
就有了慈善之心，参加营销秀
活动后，毅然决定把卖报挣的

钱，全部捐给鲁甸地震灾区，做
出了许多成年人也没有做到的
善事。这除了平日受家人的教
育影响外，还跟小哥俩注意阅
读齐鲁晚报这方面的报道有
关。

他俩虽然认识不了多少
字，也懂不了太多大道理，但在
他们尚处于懵懂状态的心灵
里，觉得报纸上登的都应该是
真的，那些捐款人的做法也是
对的，既然这样，何不向他们学
习？所以，如今一旦有了赚钱的
好机会，便萌发了捐助灾区的
想法，并立即付诸行动。由此我
想到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如果能在孩子的幼年时
期就重视引导、培养、教育，常

抓不懈，那么我们的下一代们
的公益观念和奉献精神，一定
会大大超越我们老一代。

当然，小报童们对卖报挣
的钱，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

“梦”。除了上述用来捐助灾区
之外，也有想买几本书或买台
钢琴，为自己充充电、拔拔高
的。也不乏想用这笔钱向父母
表表孝心的，像年仅8岁的高远
翔，就是怀着为母亲买件礼物
的“金戒指梦”前来参加活动
的。为此，他马不停蹄地连续参
加了三期，并屡屡登上营销秀
排行榜的前列。原来，细心的
他，知道母亲结婚时没带上金
戒指，便决意利用卖报的收益
和奖金，了却母亲和全家人的
这一心愿。对圆这个“梦”，他充

满了信心。还有个女报童，打算
用挣得的钱帮远道上班的母亲
买辆电动车，让母亲上班更方
便。这些可爱的小报童们，能够
体谅到父母整天忙活着干活挣
钱的辛劳不易，知道当子女应
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实
在是太难能可贵了。但愿这种
爱心和孝心能够发扬光大，持
之以恒，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
风尚。

新的学年已经来到，作为
一名老教育工作者，我热切地
期盼着小报童们，回到教室后，
在优越的学习环境里，珍惜宝
贵的时间，学好各门功课，为实
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打好坚实
的基础。努力吧！

芝罘读者 周子元

栾金光的幸福一家。 本
报记者 刘高 摄

本报记者 刘高

本报小报童暑期营销
秀活动刚刚结束，家有报童
的读者谈起话来总喜欢绕
着这个话题转，对活动、对
孩子参加活动的成长赞不
绝口。栾金光的儿子今年已
经是第三年参加小报童活
动了，一聊起来，11岁的栾
嘉一总想抢着自己说话，他
要把自己的感悟都讲出来。

谈到儿子的小报童经历，
栾金光夫妻刚想“长篇大论”，11

岁的栾嘉一忙争着要捂住妈妈
的嘴，说：“我来说，我来说。”

每天早上不到6点，栾嘉
一就要从家里出发，乘公交车
到德胜商城，领报，插报，然后
从德胜商城一路边卖报边往
回走。当了3年小报童的栾嘉
一跟路上各商铺热心的店主
们成了好朋友，栾嘉一歪着脑

袋掰着指头，一连说出了十多
个每天必买他报纸的好朋友。

已经第三年参加小报童
活动的栾嘉一今年每天能卖
出200多份，驾轻就熟的他体会
更多的是兴奋和感动。从德胜
商城到家，两千多米，一路走
下来，“以前没走多远就累得
气喘吁吁，现在就跟走了一米
似的。”栾嘉一调皮地说。

前些天，一个好朋友过生

日，栾嘉一用卖报赚来的钱，
买了个芭比娃娃作为生日礼
物送给她；栾嘉一写的文章在
报上发表后，他成了周围人的
大明星；卖报最后一天，为了
感谢每天都买他报的忠实粉
丝，栾嘉一免费送给他们一份
报纸，“我说要感谢他们每天
都买我报纸，把报纸放下后撒
腿就跑，但他们立马就追了上
来，非要把钱给我。”

11岁小报童的成长和收获

因为栾嘉一当小报童时
的优异表现，全家人都能够免
费读报，栾金光和妻子也成了
齐鲁晚报的忠实读者。“《齐鲁
晚报》各类新闻很全面，对国
家 政 策 的 解 读 也 很 精 确 到
位，”栾金光说，“网上信息太
杂、太乱，谣言也很多。”

“前段时间报道的济南
弃婴安全岛的新闻，我和周

围的朋友都非常关注，每天
都会看报上的相关报道。”栾
金光妻子说，“我感觉福山的
医 院 和 孕 妇 对 产 检 都 很 重
视，没见过或者听说过因为
孩子有先天性大病，发生弃
婴的事情。”

在王亚平家乡张格庄镇
当小学老师的夫妻俩，同样关
心刊登学生作文的“小荷”版。

“在郊区或者远一点的乡镇学
校里，小记者很少，但那里的
学生们同样渴望在报上发表
自己的作品，而且一旦有作品
发表，就会带动周围的学生、
老师和家长都来关注报纸，对
咱晚报也有很大的好处呀。”
栾金光说，“所以，希望‘小荷’
能够继续发展壮大，刊登更多
学生的文章。”

希望在“小荷”上看到更多学生的文章

“悼念梁辰”（8月25日C15版）
去年开辟的“行走烟台”

版，今年特火。为啥，因为有了
梁辰等实力派笔杆子的加盟
呗。年初，我在群里抱怨：原本
还能时不时整上个小稿，自打

“井底蛙”老梁常驻，我难得登
回“行走烟台”啦……却不知
原来梁兄已瘫痪在床三十多
年，是在用生命写作啊！记得
梁兄当时回复我了，他是那么
客气、那么谦虚。不想就这样
匆匆离去，化作永远的蛙哥！

才华横溢、坚强如铁的蛙
哥，你不虚此行，你年轻的生
命诗意充盈！向不曾走远的蛙
哥致敬！

芝罘读者 扈刚

“青华中学便装军训”（8月26

日C10版）
有年头了吧，学校军训统

一军训服。咱家有孩子上学，
都有经历。这便装军训反倒有
点新鲜。其实，统一军训服该
算花架子，军训服用过后非丢
即捐，浪费很大。便装军训不
流于形式，一点也不耽误锻炼
身体磨炼意志提高素质嘛。

青华中学便装军训，这是
一图片新闻，在我眼里则是一
个好新闻，象草原上风采无限
的乌兰牧骑。我喜欢。

芝罘读者 郝奥华

“天籁花园在建工地保温材料
起火”（8月30日C02版）

据我所知，在建工地上民
工及管理人员吸烟者居多，管
理有漏洞。再者，一些工地如
保温材料等塑料易燃物大量
积存，隐患明摆着。手头有张
旧报，5月5日C04版，说的是开
发区一家塑料厂起火，黑烟蔓
延好几公里。

水火无情害莫大焉，敢不
时刻警醒？

芝罘读者 兰舍

“土方车造成父子三人两死一
重伤”（8月30日C02版）

来自贵州的老师就为带
双胞胎儿子实现看大海的小
小愿望，却发生这样的惨剧，
好可伶。作为一个烟台人，我
好不安……又是斑马线抢道，
又是车主失联！渣土大货生猛
不改，“礼让行人”就是扯淡！

蓬莱读者 德诺

“这边陀螺打得好，那边睡不
好”（8月29日C21版）

建国前，解放区流行两个
剧：《白毛女》《放下你的鞭
子》。前者改成舞剧流传下来，
后者好象只留下剧照……却
原来在这儿响彻云霄。陀螺打
得再好，鞭子响得不是地方、
不是时候也不中啊。甭提啥道
德底线，别上纲上线，就早晨
再晚点、晚上再早点，调整下
打陀螺的时间，你好我好大家
都好，这便是最好。

芝罘读者 鲁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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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旭松

一路向南，从烟台的高楼
大厦奔驰到海阳辛安镇的农村
瓦舍，当把近3000元的爱心捐
款和那版怀念梁辰的“行走烟
台”交到梁辰老父亲手中的时
候，似乎是完成了一项使命，我
分明能感觉到那是沉甸甸的信
任。

整天浸淫在海量的新闻
中，多了些理性，也冲淡了情
感，而唤起我感动的正是大
家的爱心。在得知梁辰去世
的消息后，并没有人号召要
捐款，却有不少人默默找到
我，问我要了银行账号，捐些
款 给 梁 辰 家 人 表 达 追 思 之
情。捐款的人都没有见过梁
辰，却为他散发着淳朴乡土
气息的文字所折服，更为他
面对坎坷命运表达出来的乐
观向上、永不言弃的精神所
感动。于是，我们从烟台到海
阳，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一方矮桌、一台旧电视、一
台组装电脑，这就是梁辰接触
外面世界的窗口，如今它们静
静地摆在那里，永远也等不来
它们的主人。据梁辰父亲梁国

兴讲，梁辰去世这些天，不少文
友从四面八方赶来送他最后一
程。梁辰十八九岁就病羁床榻，
三十多年来几乎再也没有出过
家门，只靠着一根指头敲打出
的文字感染着人们。生命的尽
头还有这么多人惦念，这，就是
人格的力量。

穿过村外半人高的茅草和
结满硕果的果园，我们来到了
梁辰的坟茔前，坟前摆放的祭
品还很新鲜，说明近些天刚有
人来看望他。一场雨过后，坟头
上生出很多郁郁葱葱的小草。
每株草都是一个生命，很不起
眼却旺盛而倔强地成长，有着
它们的陪伴，相信另一个世界
里的梁辰并不孤单。果园的深
处传来几声蛙鸣，我想，一直自
称“井底蛙”的梁辰肯定知道，
有这么多素昧平生的人来看望
他……

返回烟台的路上，我陷入
了沉思，是什么让大家对梁辰
如此怀念？摆在我眼前的是梁
辰遗著《且听蛙鸣》，他在首页
的自序中写道：有朋友们的关
爱提携，让我不敢沉沦、不敢自
怨自艾，任苦难也不能奈我何。
我要用我的文字告诉这个世

界，活下去，生活总会有个寄
托！

是呀，四肢健全的人总少
不了抱怨，好像这个世界亏欠
他很多似的。可看看瘫痪在床
的梁辰如此的坚强乐观，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生命中美
好的一切呢？

梁辰的身躯虽然已经离
去，但他乐观向上的精神永
存。怀念梁辰，不必悲伤，大概

这也是他的遗愿吧！以前看到
梁辰的作品我总想到身残志
坚的史铁生，没想到在《且听
蛙鸣》中竟也翻到梁辰悼念史
铁生的诗。用梁辰这首诗中的
一段来悼念梁辰可能再合适
不过，“我的兄长，天国没有肉
身，你也没有残损，因而你是
完美而又丰盈了。因而你不需
要我的眼泪，为你营造一文不
值的悲悯。”

把爱心捐款和那版怀念梁辰的“行走烟台”交到梁辰老父
亲手中。 王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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