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了就改

●1月19日A3版《专家:H7N9

已降为乙类传染病管理》导语第
二行“经抢修无效不幸离世”，

“抢修”应为“抢救”。
●1月22日B1版《1931年：废

名在青岛》第三栏第三段第十一
至十三行“废名没能在青岛大学
谋得三四点钟的功课，转而接受
了铁路中学的应聘”，“应聘”应
为“聘任”或“聘请”。

●1月23日A4版《钓鱼岛海
域浮标是他研制的》一文第二个
小标题第二自然段第9行“王军
民说，但还是要坚持吐一会儿修
一会儿，一直撑到吐出胆汁甚至
血丝。”其中“王军民”应为“王军
成”。

●1月23日B3版《如何成为洋
快餐的供应商》，文中第二栏第
四段第一行“即使麦当劳因此蒸
发了35 . 96亿元美元市值”，元与
美元应去除一个。

●1月24日B3版《被嫌弃的人
质》第三部分“人们得体地冷漠
着”第一段，“此次与汤川一起被
俘的后藤健儿可能是为数不多
的理解汤川行为的人”中的“后
藤健儿”在本部分第三段变成

“后藤健二”，同一个人，译名不
该不统一。

●1月26日A3版《黄莉新任
南京市委书记》第一部分最后一
段“比他小2岁的缪瑞林于1984年
从该校农学系毕业”句中，“他”
应为“她”。

●1月28日A14版《保健品太暴
利 进价7块多卖520元》第三段

“保健食品的暴力有多大还是个秘
密”中的“暴力”应为“暴利”。

●1月31日A6版《这两年福利
少了,由不适应到习惯》，“效益好
的逢节就发,差的‘干眼馋’”部分
开头“周玲在济南一家房地产公
司当职业顾问”，“职业顾问”应
为“置业顾问”。

(感谢周而复始、潘京华、李
朔、刘学英、祝建波、文暖、袁秀
梅、李梅杰等读者的批评指正)

来稿请投qlwbdz@163 .com

毕业后我就一直“跑业务”，因
为要接替一个同事离开的位置，就
回到济南总部做管理工作。从家到
单位需要四五十分钟，为打发时间
就买晚报在车上看，后来就成了习
惯。看得多了，就开始结合自己的工
作经历给晚报投稿，有的稿子很快
就发表了，这让我很兴奋。

有一天，我打开邮箱时看到了
一个陌生的邮件，一家单位向我索
要一篇文章的相关材料，对方解释
说他们的负责人从晚报上看到我写
的一篇关于管理方面的文章(即《一
个小饭馆的生意经》一文，刊登在
2002年11月16日《齐鲁晚报》)，对其
中的一些观点颇为赞同，想索要一
些资料给员工做案例，就通过晚报
编辑部找到了我。从此，双方联系就
多了起来。

过了一年多，对方说他们单位
有个职位空缺，问我有没有兴趣。由
于我时常给对方提些营销、管理方
面的建议，加之和原单位的劳动合
同刚好到期，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认
为自己可以胜任那个岗位，就答应
了。也许是知根知底的缘故，在新岗
位上我干得很顺手，上司也算开明，
鼓励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发挥
特长，多研究些现实问题，对企业的
管理多提建议，也可以就某些想法
整理成案例，促进内部管理。在他的
鼓励下，我的写作潜力被充分激发
出来，每年在《大众日报》、《齐鲁晚
报》等报纸上都能发表多篇作品，在
国家级媒体及专业期刊上也时常见
到自己的名字，并多次获奖，这种快
乐要超出工作本身及职位晋升带来
的满足。

我感激晚报，正是由于10多年
前的那篇文章，才有了我今天的发
展。希望晚报能给更多的读者在生
活、工作及成长方面带来帮助和希
望，使大家从中受益更多。

□韦钦国

一群中老年人在
玩《老鹰捉小鸡》的游
戏，他们的步伐不再敏
捷，行动甚至有些迟
缓，但是做游戏带来的
欢乐，唤起儿时美好的
记忆。 摄影 姜美荣

你 说

我 说 晚报是我的“伯乐”

“二胎”与“二孩”

读者林维平：1月21日A5
版《二胎放开生，劳动人口却三
连降》题目中的“二胎”似应为

“二孩”更妥。原因是，国家只是
放开了单独二孩生育，而不是
二胎生育。不知对否，请赐教。

编辑者说：1月21日A5版
标题《二胎放开生，劳动人口却
三连降》，这里二胎的说法较为
口语化。根据官方对新政策的
解释，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
女，第一胎非多胞胎时，即可生
二胎。如果“单独家庭”的第一
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
话，那该家庭就不再适用新政
策了。通俗来说，计划生育管的
是孩子数量，而不是胎次，因此
用“二孩”更为准确。

“裂枣”还是“劣枣”

读者石勇：1月25日B4版，
段落标题为《羞于承认的“中国
记者之父”》左栏倒2行“记者属
于‘歪瓜裂枣’”，“歪瓜裂枣”应
为一般常用的“歪瓜劣枣”。市
场上的“裂枣”不常见到，即便
是“裂枣”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但“劣枣”却不难见到，其品质
都是居下的。

编辑者说：读者您好，歪瓜

裂枣中“裂枣”意为表面有裂痕
的大枣，最初含义是不要看歪
瓜裂枣外表丑陋，但反而比正
常的瓜和枣甜。文中是指当时
的记者不受待见，社会对这个
群体存在偏见。现在这个词也
多写成“歪瓜劣枣”，两种写法
都可以。

标题能否改一改

读者侯家赋：1月26日A4
版有这样一个标题《提案者抄
袭炒作将严肃追责》。我觉得是
否改成《提案抄袭炒作者将被
严肃追责》。这样，是不是更加
直截了当、突出主题、确切表达
中心意思？

编辑者说：感谢读者关注
本报，并积极提出您的宝贵意
见。新闻标题制作强调准确、简
洁。就准确而言，见报标题及读
者建议标题都与稿件原意相
符，都没错；就简洁而言，见报
标题主语是“提案者”，三个字，

读者建议标题主语是“提案抄
袭炒作者”，七个字，所以感觉
还是前者顺口些。

同一个人多个身份

读者郭鹏：1月29日A9版
《公众学法主要靠新闻媒体》倒
数第四段“省政协委员、济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良品建
议破解‘告官不见官’的难题。”
而同版《高校寒暑假安排可再
合理些》第三段“省政协委员、
济宁市政协副主席李良品建
议,修改现在的高校放假制度，
缩短放假时间”。同一个人，多
个身份，应该加个说明吧。

采访者说：首先，非常感谢
读者能够如此细心地阅读本
报，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差异。省
政协委员李良品本身有多个职
务和社会身份，如果都列举出
来比较长，影响行文。

在《公众学法主要靠新闻
媒体》一文中，我选择了李良品
的法院副院长的职务，旨在能
够强调其在法律方面的造诣和
其副院长身份对该问题的认
识。

在《高校寒暑假安排可再
合理些》一文中，我选择了其济
宁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是从
更为权威的角度来对寒暑假安
排发表自己的言论。

我与晚报

回回到到童童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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