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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12月31日启动“时光
邮局”活动以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加
入进来。1月 2日，在济南洪楼邮政
营业厅，便有这样一位寄信者。

寄信人刘大爷是一名退休教
师，从事语文教学多年。他说，当下
存在忽视汉字书写的现象，年轻人
只顾玩手机和电脑，经常提笔忘字。
前些天，央视汉字听写大赛统计，竟
有七成人不会写“癞蛤蟆”三个字。

“齐鲁晚报搞的这个活动非常及时，
往大了说，是在挽救中国的汉字。”
刘大爷说。

刘大爷说，当他拿到设计成信
封样式的齐鲁晚报后，觉得非常新
颖，便马上写下了自己2015年的梦
想。由于纸张所限，他又加了两页
纸。 本报通讯员 薛同戈

老伙计：
2015年，你就61岁了，人生能有

几个61岁？你可得心里有数啊！
2014年，你和母亲共同撰写的

《往事》，喜获中国梦主题文学征文报
告文学三等奖。不过，要不是母亲写
的那五篇文字，有细节、有故事、有人
物，感动了评委，靠你的文字水平肯
定是得不了奖的，入围都难说，你可
别没自知之明啊！

平时，你还要低调做事、诚实做
人，咱管不了别人，可管得了自己。虽
然你没闲着，天天坚持做，那也没半
点理由骄傲。你看人家杨绛，百岁老
人了，还一篇又一篇地笔耕不辍。你
说过你感到汗颜，光汗颜就完了？你
得向人家学，当然，文字的功力看来
一时半会儿是学不过来的，你注意学
老人的精神头就行了。到2015年过完
的时候，当你回头看看走过的脚印
时，别心虚自责脸红就行。

还有，新的一年，母亲81岁了，你
要让母亲高高兴兴的，别再像以前一
样，惹她烦恼生气。母亲让你干吗就
干吗，别戗着茬来，要做到：对母亲说
的不反驳、不辩论，理解的要执行，暂
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母亲当女儿
待。

就写到这里吧！
你的老朋友

本报见习记者 时培磊

1月2日，一封有趣的信投入本报
“时光邮局”。来信者是聊城退休老人
庞洪锋，在信中，他讲述了与八旬老母
共同写作并荣获大奖的开心事，让人
读来倍感温馨。

“2013年10月12日，我母亲突然找到
我，说想写点回忆过去的文章，好让我们
了解那些往事。”1月2日，来信者庞洪锋给
记者讲述了他与母亲共同写作的故事。

原来，今年已61岁的庞洪锋喜欢
写作，去年退休后更是逼着自己天天
写，“网上征文、知识竞赛我都很喜欢
参加，强迫自己写东西，让自己尽情思
考，很有乐趣。”

知道儿子有这个爱好，81岁的老

母亲特意找他来帮着写稿子。“和母亲
一块改稿子，她很高兴，我也收获不少
东西。”庞洪锋说。

2014年，庞洪锋和母亲沉浸在写
作的世界里。母子俩一边念稿子，一边
商量着怎么改，“这个工作都是我们特
别愿意做的，加强了我和母亲的精神
交流，让我和母亲更加亲密了。”

庞洪锋与母亲写的作品被发表，
还获了大奖，“我拿着报纸给她看，她
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感。”

如今，庞洪锋也加入了老年人的
行列，更加了解如何与母亲相处。“对
母亲说的不反驳、不辩论，理解的要执
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母亲当
女儿待。”在信中，庞洪锋这样总结自
己孝敬母亲之道。

61岁读者与老母共同写作，来信讲述孝母之道

把把八八旬旬母母亲亲当当女女儿儿待待

企企盼盼在在风风清清月月朗朗的的
城城市市或或乡乡村村安安静静阅阅读读

本报记者 陈玮

在了解本报发起的“时光邮局”大型
读者互动活动后，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也
积极参与进来。

1日，张炜手写了自己对未来的期待：

“我们最企盼的未来，就是居住在风清月
朗的城市或乡村里，并且在劳动之余，能
够安静地阅读。”手写信不长，却道出了很
多人的心声。

张炜说，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为了引
起注意，或许有人会往脸上抹油彩，这种

起劲的表演就是让人投去目光，所以有一
些太热闹的事情不必去关注。有一些“尖
音”，过分放大也显得无聊。如何能保持深
度、独立的思考？这就需要增加阅历、多读
书，不必匆匆忙忙，把最重要的事情都忘
了，阅读永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倡导书写信

就是挽救汉字”

张炜

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

张
炜

重重读读家家书书，，捡捡拾拾遗遗失失的的青青春春
齐鲁晚报“时光邮局”邀你晒晒家书的故事

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写过家书了吗？最
近一次收到家书是什么时候？信中的他或
她，都和你说了什么？

2015年到了，回忆的东西又多了一
年。新的一年，要昂首向前，也不应忘却
过去，不管我们经历的是甘甜还是辛
酸。齐鲁晚报“时光邮局”邀你晒晒家
书，让大家一起听听属于你的故事。

以前写这封信的孩子不听话，现在懂
事长大成了家；读书时在信里暗送秋波的

他，转眼间成了孩子他爸；曾经对你唠叨
不停的人啊，如今却再也听不到他(她)说
的话……

一张张泛黄的纸，一片片风干的墨，寄
托了太多。或是爱，或是忏悔，或是嘱托。

时光不会倒流，青春却可以回首。今
天，齐鲁晚报“时光邮局”赠送给你一张青
春的返程票，邀你一起穿越，找回那个年
代的“我”。

我们邀你晒出珍藏已久的家书，你可

以将家书的复印件寄给我们，也可以拍成
照片发给我们。如果家书背后有你愿意分
享的故事，我们随时准备倾听。此外，看到
当年的信，你也不妨拿起笔，给现在的他
(她)回信一封。

我们会对你的来信进行编号，一一
留存，并择优在报纸、微信、微博等多种
平台展播。请你在来信末尾，注明你的
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有效联系方式。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1)把收到的书信或是写给
对方的信，拍成照片，发送到邮
箱woxinwen@126 .com。

(2 )把家书复印件寄给我
们。邮寄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
2号大众传媒大厦29楼齐鲁晚
报机动新闻中心，邮编250014。

(3)登录齐鲁晚报网(http://
www.qlwb.com.cn/)，参与时光
邮局相关话题互动。

(4 )下载“齐鲁壹点”客户
端，在“情报站”分享你的家书，
可以晒家书照片、复印件，也可
以讲述这封家书背后的故事。

参与方式：

兴安

蒙古族文
学评论家

1月1日，蒙古族文学评论家兴
安有感于本报“时光邮局”活动，特
寄语读者“新年快乐”。
蒙古文译文：献给你们新年的祝福。

刘大爷寄给本报的信。

1月2日，齐鲁晚报官方微信以
“一位陌生女读者的岁末来信，总编
看哭了！”为题，推送了潍坊读者仲
华写给我们的信，截至当日20时，阅
读量达到3600多人次，众多读者点
赞、转发。

在微信评论中，主人公仲华的
妹妹留言称：“感动着你的感动，幸
福着你的幸福，快乐着你的快乐。”
仲华的几位朋友也纷纷留言：“太温
馨了！”“好棒！”“赞！”

“丈夫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用这样的形式把我们一家的故事讲
述出来，特别有纪念意义。今天我们
全家都因此特别开心，前些天的坏
心情也缓解了许多。”仲华说，她要
把报纸和微信都拿给妈妈看一看，
让老人也开心一把。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翻来覆去

看了好几遍”

读者
庞洪锋和
母亲在一
起改稿。

受访
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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