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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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144，，爱爱上上《《今今日日烟烟台台》》
读者故事

读者来信

身边的新闻

读者来信

《芝罘区新建的6座公厕全部竣
工》
12月18日C11“城事”版

多建公厕何需公厕地图
上次和老爸老妈清晨逛红

利市场，在鱼市那儿的地面湿漉
漉的，还有咸腥的海风，怕凉的
老爸受不了。说是去“茅房”，他
消失在人群里。开始，我和老妈
注意力都在各式各样海鲜上，半
小时后老爸还没归“队”，娘俩慌
了，分头去找。谢天谢地他终于
归来，全家虚惊一场。自此，老爸
被重点保护，他年近八旬，万一
失联可麻烦了。

回家听老妈兴高采烈地告
诉我：《齐鲁晚报》上说黄务大集
那座新建的公厕竣工了。我故做
无动于衷状：“至于这么夸张
吗？”

“哎呀，反正这回我们老人
儿赶大集不用担心上‘茅房’难
了。对门你大姨轻易不上街吧，
明天要和俺搭伴赶集呢······”

嗯，照这架势，我和姐们儿
做的那公厕地图就快没用了。

芝罘读者 米兰真

《好吃的糖球呦》
12月19日C14“行走烟台”版

传统美食面临强烈挑战
同事秦绪刚打临沂来烟台

看儿子，见儿子儿媳都忙上班，
老伴就帮着带小孙子。最初，儿
子给老秦找个保洁的活儿。吃苦
受累还能挺，受气可让他吃不
消。好在有个做糖葫芦的手艺，
感觉烟台城市够规模，摆个糖葫
芦摊准行。但是，一辞职摆上摊，
他就陷入另一个窘境：今非昔
比，现在像糖葫芦这类传统美食
虽然有的卖，市场空间却因新奇
食品打压而大大萎缩。老秦尽管
使出看家本领，把糖葫芦做精做
俏，坚持了一个月，还是不得不
放弃这旧日“好买卖”。

“现在生活好了，人们口味
好刁啊，头一两回还能吃个新
鲜，转天就去寻新口味了。再者
成本上涨，算算摆摊经营不好还
不如打份工赚钱。”老秦学老外
那样摊摊双手。

芝罘读者 阿瑶

快过元旦了。有一天，女儿
问我：“爸爸，新年你准备送我
什么礼物啊？”

我笑着回答：“爸爸今年送
你的礼物有点特别，既不是新
衣服，也不是巧克力，爸爸送你
一份2015年的《今日烟台》，你
喜不喜欢啊？”

“太好了，我真的好喜欢！”

女儿高兴地在我脸上幸福地亲
吻了一下。

女儿今年读初三，平常对
写作文不太感兴趣。因为我是
一名记者，写作是我最大的快
乐，所以我会经常鼓励女儿多
写写文章开发智力，没成想女
儿对我的话不理不睬。

今年2月，我开始在报摊上
买《今日烟台》，发现其中的“小
荷”版刊登的小记者的文章，很
适合女儿阅读。从此，每当看到

“小荷”版，我就拿回家让女儿
看，慢慢地女儿渐渐地喜欢上
了报纸上的文章，越看越上瘾。

我每天下班一回家，女儿就会
迫不及待地翻看报纸，有时饭
都顾不得吃饭。妻子常常埋怨
我让女儿迷上了报纸，耽误了
吃饭。

后来我发现，女儿在读报
的同时，会把文章中的好句子
用红笔划下来学以致用，有时
还会与我一起探讨一下好作文
的写法，仔细揣摩每一篇作文
的写作技巧取长补短，写作水
平一天天地提高。

有一次，女儿告诉我，她写
的一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
扬，被当做范文张贴在学校的

阅读栏里，同学们都很羡慕她。
我夸女儿说：”你真棒！“女儿冲
我甜甜地一笑：”我写作的水平
进步得这么快，都是报纸的功
劳。”

是啊，女儿能有今天的成
绩，《今日烟台》的“小荷”功不
可没。前不久，我瞒着女儿给她
订了一份 2 0 1 5年的《今日烟
台》，本来想元旦那天作为新年
礼物，给女儿一个惊喜。没想到
女儿提前跟我要新年礼物，嘻
嘻，这个秘密没有保住，那就只
好让女儿先高兴一回啦！

莱阳读者 徐爱清

送送给给女女儿儿的的新新年年礼礼物物

在部队
初识《齐鲁晚报》

最早认识《齐鲁晚报》，是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
在部队宣传科搞报道。由于部
队新闻的特殊性，《齐鲁晚报》
也只是我们报道组成员闲暇时
的消遣读物，很少往上面投稿。
不过，那时就已开设的“拍客”

版上风趣、幽默的图片，令我特
别喜欢。那时我买不起相机，所
以只能望着“拍客”版上的照
片，羡慕嫉妒恨了。

后来我脱下戎装回到地
方，一时间没有了报纸可看，心
里反而感觉空落落的。于是就
自费订阅了一份本地的报纸来
充实自己，并持续了好多年。不
仅家里柜中存放的都是我的旧

报纸，小棚中还有七八个纸箱
也全装着早年的旧报纸。

在妻子眼中，这些都是废
纸，都是些“绊脚石”，令她十分
头疼，曾N次下命令让我卖掉，
而我每次都拒绝执行。因为每
每看到这些报纸，我都自豪地
视之为财富，为无价之宝。

这期间，也曾有《齐鲁晚
报》在烟台的发行人员上门宣
传让订报，说真的，那时本人内
心还是排外的，自认为省级的

《齐鲁晚报》所报道的内容涉及
到烟台的新闻很少，读报可以，
用报就有所不及本地报纸了，
因而也就一直没订阅。

2014年
爱上《今日烟台》

2007年，齐鲁晚报首次开
设了专门报道烟台、服务烟台
的版块———《今日烟台》。初期，

《今日烟台》在烟台的发行量也
不多，但经过多年努力，《今日
烟台》逐渐成为一份极具本地
特色的报纸了，市民订阅《齐鲁
晚报》的同时，还可以看一份全
面报道烟台地方新闻的《今日
烟台》，岂不快哉。

10月中旬，我有幸参与了
《今日烟台》“开门办报读者座
谈会”，我为报社能广泛征集读

者建议，虚心听取读者意见这
种开门办报的做法深表赞许。

也就在今年7月，在报社当
记者的一位老乡联系我，让我
给孩子报名当小记者，于是有
了赠阅的报纸看。看到“拍客”
版上刊登的风趣、幽默的照片，
彷佛又找回了在部队看省版拍
客照片时的感觉。

我自己也爱好摄影，而且电
脑中也存有一些之前拍摄的有
趣的图片，于是就试着发了几
张，没想到，很快就刊登出来了，
这令我特别高兴。接下来又发了
不少有趣的图片，也都陆续刊登
了出来。而且我还参加了到烟墩
角看天鹅的活动，并发表了拍摄
的天鹅照片。

当然，《今日烟台》吸引我
的地方，绝不仅“拍客”，还有

“行走烟台”，新闻方面也比较
接地气，为烟台市民排忧解难
及正能量宣传方面的宣传，也
都有目共睹，只愿《今日烟台》
能越来越深入烟台市民心中。
啰嗦了这么多，其实我最

想说的就一句话：2014年，我爱
上了《齐鲁晚报》，确切地说，是
爱上了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而且这份爱，将会一发而不会
收！

福山读者 沈齐涛

沈齐涛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看报，每年都会自
费订上一份当地的报纸来阅读，无形中，报纸
已成为我每日必不可少的精神补给。

12月11日，本报推出了
“寻找最美投递员”活动，活
动推出以来，很多读者随投
票还送来了对投递员的祝
福，为身边的投递员点赞。

“寻找最美投递员”评选
活动截至12月31日，您可以
从本报12月11日和18日的

“读者”版中的列表里，选出
一位您最喜欢的投递员进行
投票 ,选票填好后请邮寄到

“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
1701室张道侦收”。

活动结束后,我们将从投
票的读者中抽出50名幸运读
者,每位幸运读者可获赠1 . 8
升品牌花生油两桶。咨询电
话:6879078。

11日，《今日烟台》推出“寻找最美投
递员”活动，活动给出了25名投递员的简
介，让我们选出自己认为“最美的”，并为
他们投票。

25名投递员的简介我都仔细看了，每
个都让我感动。鹿涛，给读者送报纸时，他
会从电动车上下来，然后将报纸对折好，
双手递给对方；王平，上楼给订户送报纸，
会主动帮订户捎垃圾；宋立明，给读者送
报纸遇到雨天时，他会将报纸揣到怀里，
以确保读者能够看到一份完好的报纸；陈
生旭，工作4年来没有请过一天假，就连女
儿结婚那天，他也照样把报纸按时送到订
户的手中……

可是当我拿起笔要选出“最美投递
员”时，我却久久都无法下笔。虽然简介上
的他们只是只言片语，但我看到了他们笑
容背后的苦涩与艰辛，看到了他们的风雨
不误与笑脸相迎，一年365天，他们天天不
误，他们起得早，别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就

已经在路上了。平常日子里，风吹日晒都
不在话下，遇到了雨天与雪天，他们举步
维艰，可是他们都不言放弃。这就是我们
的投递员。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想把他
们的名字后面全都给打上钩，因为在我的
眼里，他们都是最美的。

还有更多的投递员，其实他们也很
优秀，比如给我们这一片送报纸的李秀
彦。每次我从报箱里取报纸时，我都会看
到报纸被折得很整齐。有时走在路上，我
会看到她匆匆的身影，看到她很有礼貌
地把报纸递到读者的手里。看得出，她很
喜欢这份工作，也很尊重这份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投递员，我们才
能够及时读到最新的报纸，你们用辛苦，
换来了我们的心灵享受，我们感激你们。
虽然这次活动只能选出一名“最美的投
递员”，但在我们读者的心里，你们，都是
最美的。

牟平读者 高绪丽

当我打开12月11日的《齐鲁晚报》，发
现了“寻找最美投递员”投票活动，我发自
内心地将票投给21号骆彩霞。不但要投一
票，还要进一言，表达我心中的感激之情。

我是《齐鲁晚报》的老读者，记得几年
前一天，暴雨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下个不
停。8点左右，当我到楼下楼道打开报箱，
当天的报纸已经送到。当我看着那不断线
的倾盆大雨和深深的路面积水，心想这样
的天气怎么能送报呢？

骆彩霞现在已经不负责我们这区域
的投递工作了，但她履职的敬业精神，一
直感动着我，让我难以忘怀。通过这次投
票活动，借此机会向广大投递员表示感
谢，感谢他们把国家和社会的信息不间断
地传送给我们，也表扬报社领导对报纸投
递工作的重视。祝您们幸福安康！

福山读者 张友东

我我给给““最最美美投投递递员员””投投票票 为为骆骆彩彩霞霞的的
敬敬业业精精神神点点赞赞

新新的的一一年年，，让让我我们们囤囤点点精精神神食食粮粮吧吧
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

雪，感叹着一年的美好时光就
这样悄无声息地远去，2014年，
就要与我们挥手再见，心中与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的朝夕相
伴、点点滴滴还有感慨和留恋
不时地在脑海中反复回荡。

每天清晨，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就像一杯醇香可口的鲜
牛奶，使人唇齿留香、回味无
穷。仔细品味她的“话题”“读
者”“拍客”“行走烟台”，韵味十
足，真是读她千遍也不厌倦。

一年里，我还跟随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的记者游走莱州赏
桃花、大棚摘黄瓜，到荣成烟墩
角看天鹅，积极参加第二届读者
节，使我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感受到了参与其中的快乐。

读报的快乐更多。那天读了
“读者”版上90后芝罘读者毛云
鹏写的小文，感慨颇多。当下年
轻人喜欢读报的人越来越少，更
不用说还专心致志写稿、投稿
了。新的一年，真心希望有更多
的年轻新读者加入。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也是
一位20出头的青年，最大的爱
好就是读书看报、投稿写作。不
知道有多少个大雪纷飞的冬
夜，跺着脚在寒风刺骨的宿舍
里写作，不知道有多少个汗流
浃背的夏晚，在蒸笼似的房间
里苦读。几多拼搏几多努力，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换来的是小
稿上了地市报的头版。这些小
成绩的获得，引起了单位领导
的高度重视，还分给我一个负
责宣传的美差。

高尔基说：人的知识愈广，
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人是文
化的创造者，也是文明的践行
者，还是精神的传播者。读报囤
点精神食粮，人生才会更灿烂，
生活才会更多彩，年轻的朋友
们，你说对吗？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与你
一如既往，风雨兼程，一路同
行，为你加油，为你喝彩！祝愿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明年更美
好！

莱山读者 刘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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