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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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新闻”栏目欢迎各位
读者讲述与本报报道相类似的见
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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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广敏：

做做发发行行员员后后，，我我多多了了许许多多正正能能量量

我是发行员

身边的新闻

报网互动

到到官官微微分分享享““时时间间都都去去哪哪儿儿了了””故故事事
赢40张舞台剧《时间都去哪儿了》门票

《有了爱的平台，爱不再“落
单”》
11月13日CO2“话题”版
我们这里的男“红娘”

我想起一位 7 0多岁的老
人，他名叫刘文臣，因十年如一
日为别人的婚姻大事牵线搭
桥，所以被人们称为贴心的男

“红娘”。
刘老不抽烟，不喝酒，有时

为了说媒，还在口袋里装上自
己的烟，招待客人。只要是说
媒，老刘风风火火，不谈钱，不
说累，不怕烦，常常忙得连自家
的事都顾不上打理。

老刘做媒总共做成了10多
对。凡是他做媒结婚的，都过得
比较好。因为他坚持双方自愿
的原则，从不让人有半点牵强。

芝罘读者 刘吉训

《70多岁老太还在种苹果》
11月14日C10版
年轻人种植苹果更有优势

这侍弄果园子，无论是苹
果、葡萄，还是无花果、李子，靠
走老路难有起色，而要求大叔
大姨们上网查资料无疑是不现
实的。即使有好物料好方法，有
些老人也不肯接受。

我去年上网参加几次培
训，获取信息购得优质苗木，依
据全新栽培理念，几乎是现学
现卖种起苹果，今年就初见成
效。邻居大叔看了我家果园惊
叹：年轻人接受能力强，敢想敢
干，不服不行呀！

蓬莱读者 丛花红

《常有大车通行，村路多处被轧
坏》
11月12日C07“24小时”版
大车霸村道，拦截也不管用

回老家一晚上没睡好，刚
刚睡着，轰隆轰隆临街过大车；
刚刚迷糊，轰隆轰隆又过大车。

不用问，又是大车下高速
进村绕收费站躲费的。某些人
把心思都用这里，不惜“出轨”，
他也不怕轧坏村路陷车误事。
村里原本立桩搭棍拦截，可大
车太霸道，趁夜色毁桩拆拦截
棍，纷纷闯杆而去。

芝罘读者 展鹤

12月8日和9日，由著名话
剧导演李伯男执导，歌曲原唱
者王铮亮携手今年“好声音”
选手魏雪漫带来的舞台剧《时
间都去哪儿了》将在烟台大剧
院上演。19日，本报在官方微信

“jinriyantai”和官方微博“@今
日烟台”启动了分享故事得赠
票的活动，分享你的“时间都
去哪儿了”故事，赢40张舞台剧

《时间都去哪儿了》门票。活动
继续进行中，下边是部分网友
分享的故事：

读者徐鹏霖：记得小时
候，父亲借了一个相机要给

我拍照。那时候还都是用胶
卷 的 ，当 时 很 高 兴 ，拍 了 很
多。上次回家收拾东西，翻出
了之前的老照片，那时候自
己还是孩子，如今已经工作；
父母当时正值壮年，如今却
已到退休年龄。自己买了单
反却几乎没有给他们拍过。
下次一定带上单反，为他们
拍几张照片。

@乱七八糟水星人：记得小
时候去外公家，外公总会手牵
手领着我去玩。然后家里有什
么好吃的总会留给我。他也总
是趁爸妈不注意，塞给我零花

钱。可是现在，每次去外公家，
外公只会冲着我笑。每次外婆
问：你知道这是谁吗？外公总会
说，我不认识。[泪]感觉一切都
太突然，昨天还领着我玩的那
个人，今天却成了陌生人。

@停不了的小婷婷：小时
候跟爸妈吵架，赌气离家出
走，那时候刚收完麦子不久，
村外麦场上立着一堆堆草垛，
于是在草垛里打个洞，草垛散
发着独特的香味，不知不觉睡
着了，醒来时已是黄昏，饥肠
辘辘，于是打道回府，一路想
着回去怎么挨揍。家门口碰见

老爸，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
让我快进屋吃饭，后来听我妈
说我爸找了我一下午。

@游游319：80多岁的老爷
爷来重症监护室看望80多的病
重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走到
床边，不停地抚摸着老奶奶的
额头，他知道，相伴一生的人，
终究会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
头，只是有太多的不舍。年轻
的我泪流满面。时间这方沃
土，让爱情也变得醇香迷人。
即便白发苍苍，即便脚步蹒
跚，即便时光荏苒，都挡不住
爱的力量！

纠错

11月13日C10“理财”版《烟
台首个眩晕诊疗中心揭牌》一文
第三小段“眩晕病仍如果不及时
治疗”中，“仍”字应该去掉。

11月14日C11“公益”版，
《四片白菜叶能吃上一天》中，
“阳台上的花草是她最大的牵
挂”部分的第二自然段，“和老
伴在36 . 8米的小屋内”中“36 . 8

米”应为“36 . 8平米”。
11月18日C16“拍客”版，标

明沈齐涛的照片，应是石清文
所拍。

11月18日A14“日子”版《空
白担保合同上签字也要担责》
一文案例部分的开头，“向日照
某银行申请贷款20元”中，“20

元”应为“20万元”。
感谢福山读者杨岱、莱阳

读者徐爱清等的指正。

读者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编辑：刘高 美编/组版：武春虎今 日 烟 台 <<<< C19

饭店老板于景军：

看看报报是是一一天天唯唯一一的的休休闲闲时时光光

读者故事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在凤凰台开着一家饺子
馆的老板于景军已经是齐鲁
晚报6年多的老读者了。在饭店
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年到
头也没有休假的节奏里，看看
报纸，成了这位44岁的老板唯
一的休闲。

一天有两次读报时间

于景军位于凤凰台的饺
子馆就叫“凤凰饺子馆”，大
厅、雅间样样齐全，饭店后面
还有一排房子是他和老婆孩
子住的地方。这个饺子馆招待

的都是附近的回头客，每次一
进店，就能看到于景军在柜台
忙活着，而他的手边也往往放
着一份厚厚的齐鲁晚报。

于景军每天清晨6点多去
市里的批发市场买菜，回来后
忙活着洗菜、粗加工，往往这
个时候，他订的报纸就送过来
了。于景军还得忙一阵子。

到10点多钟，中午需要的
菜、肉等材料都收拾个差不
多，他终于喘口气，坐下来开
始细细翻阅这份报纸。

虽然现在手机看新闻也
挺方便，但于景军还是喜欢看
报，用他的话说，“翻着纸张的

感觉不一样。”他喜欢这份报
纸，6年前原本订着一份别家报
纸的他，在报摊上看到齐鲁晚
报，看了几天之后就再也放不
下了。后来他干脆改订了这份
报纸。

“齐鲁晚报的新闻多，也全
面，国家的、省里的、烟台的都
有。”除了新闻，于景军还喜欢
看一些文学的内容或者书摘之
类的，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非
常爱看书，现在日子忙碌起来
了，再也没有多的时间了。

这份报纸放在店里，除了于
景军，店里的厨师、伙计们都喜
欢来翻看。有了这个多出来了的

“伙计”陪伴，大家伙枯燥重复的
每一天也多了很多新鲜。

忙过中午这一轮，到了下
午两点以后，于景军又再次拿
起报纸，一边翻看，一边休息。
这六年，每一天于景军几乎都
是这么过。

再干七八年

等闲了最想去海南

在这家饭店里，于景军干
了11年，他看着这个饺子馆从
不大的一间，只有一个雅座、
一个厨师，干到七个雅座、三
个厨师。过去的一年，于景军
买了房子，又买了车。然而，他

依然没法停下来喘口气，休息
下继续走。每一年，除了春节
那几天，他从没休过假。

他这个年纪，很多上班族
下了班常常聚在一起打个牌，
唱个歌，于景军笑说，自己参
与这些的时候很少。好在现在
手机的功能多了，这两天下了
班，他偶尔会在网上看《红高
粱》，“我喜欢里边的周迅，好
像一点看不出年纪。”

但他热情豪爽，跟很多来饭
店吃饭的顾客都成了朋友，看见
熟悉的面孔，常常会让伙计给加
个最新鲜的菜，或者打个折。有
的顾客家里孩子上大学，他会包
个红包，有人家里需要用车，他
二话不说开车去帮忙。

夏天的时候下了班，邻居
常常会看到他在一天的忙碌
之后，带着饭店的伙计们去外
面吃饭，一群人喝个啤酒。

“ 这 个 年 纪 ，还 不 能 歇
啊。”于景军说，自己来自农
村，没有任何背景，全靠自己
一双手干到今天，他想再干个
七八年，等后半辈子有了保
障，就跟和他一起忙碌了这么
多年的妻子一起歇歇。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带
着她去趟海南，这是我心里一
直想去的地方。”于景军说。

对忙了11年的饭店老板于景军来说，看齐鲁晚报成了他每天
唯一的休闲时光。

起早贪黑的妈妈

让家人更心疼

作为一个正常的上班
族，邹广敏比其他人的生物
钟要早至少 3 小时。每天 4

点，她就会从床上爬起来，
先把女儿和丈夫的早饭做
好，然后来到开发区发行站
取报，骑车、爬楼，一份份投
送到所在区域的200多户家
中。等忙完这一切，常常是
大汗淋漓的她会再赶往开
发区的一家单位，继续一份
文职工作。

邹广敏今年42岁，说话
很温柔，这些年她做过很多
工作，直到2012年11月，经朋
友介绍，她开始做发行员的
工作，也意味着一天要做两
份工作。这两年，邹广敏瘦了
10多斤，“我老公也说，你真
的瘦了。”刚开始的坚持，是
因为孩子上高中了，她想多
攒点学费，但干着干着，她发
现这份工作竟然带给她很多
意外的东西。

“比如锻炼身体，比如
我 的 胆 子 大 了 很 多 ，比
如……我的心情真的好了
很多啊。”邹广敏说，以前她
胆子很小，冬天地上结了
冰，她走的时候都提心吊
胆，现在骑着自行车也“如
履平地”。还有以前自己经
常心情不好，郁闷的时候就
跟老公孩子发脾气，现在却
完全不会。“每天在站上都
能感觉大家热火朝天的，都
很卖力，也很高兴，不知道
为什么，可能干活干得充实
吧。”

家里的气场也变了。
老公有点大男子主义，用
邹广敏的话说，以前老公
在家里是连碗筷都不拿的
人。而如今，他却常常早起
帮她做家务。“知道心疼人
了。”邹广敏笑说，而孩子
也怕妈妈累着，主动提出
去住校，还常常给她发短
信“妈妈不要累着，一定注
意身体”。

“好像你多了正能量，整
个家都亮起来了似的。”

报箱在楼下

她会把报送上楼

邹广敏所负责的区片，
很多人没见过这个柔弱又时
尚的“妈妈投递员”，但都对
她心存感谢。一些报箱在楼
下的订户，常常会收到她直
接上楼投递的贴心服务。

今年夏天，有一天雨下
得特别大，邹广敏骑着电动
车刚刚走了一阵子，忽然电
动车的电瓶着了起来，火被
雨水浇灭后车子已经没法骑
了。头顶的雨水像泼似的，邹
广敏抬起头看看天，想给站
长打电话求助。想了想，她还
是用塑料袋裹好报纸，推着
车送完了这200多户。

很多人在开门后见到这
个浑身都是雨水、满头汗水
的女发行员都有点吃惊，继
而是真心的感动。

“打开门那一会儿，看到
他们的表情，我也挺感动
的。”邹广敏说，她觉得，做事
应该这样，负自己的责任。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邹广敏看起来要比她的实
际年龄年轻个十岁，打扮得也
时尚，实际上，她风里来雨里去
做这一行已经坚持了两年多，老
公孩子都怕她辛苦劝她放弃，邹
广敏却干得很起劲。她说，这个
工作给她很多正能量。

发行员邹广敏说，做这份工
作后，生活多了很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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