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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读第一份《齐鲁晚报》，是在1997年，那是我到济南上学的第一年，初到省城，处处新奇，包

括这份报纸。
摊开《齐鲁晚报》，端庄大气的排版风格，新鲜的新闻资讯，精美的文学园地，立刻俘获了

我的心。那淡淡的油墨清香，令我陶醉，让我至今难忘。这种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爱上她，不
需要理由。

毕业后，我们开始了找工作的征程，出发前，先买份《齐鲁晚报》，上面的招聘信息，成了我
唯一的期望。一次次失落，一回回疲倦，有多少次，是枕着她入眠。那段日子虽然艰辛，有她陪
伴，也就不觉得苦了。参加工作后，《齐鲁晚报》陪伴我每一天。

《齐鲁晚报》已陪伴了我十多个春夏秋冬，依如我的爱人，默默相守每一天。
——— 读者马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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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与与她她，，相相守守相相望望
读者 徐庆春

4年前暑假里的一个炎热上
午，我带女儿在市区逛街，路过一
个报摊，随手拿起了一份《齐鲁晚
报》。我翻阅着一页页的报纸，深
深地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从此，
我成为了《齐鲁晚报》的忠实读
者。

4年来的阅读和相守，《齐鲁

晚报》就像亲人一样一直陪伴在
我的身边，令我感觉很温暖，很充
实。在这里，我能最迅速地了解国
际国内大事；在这里，通过记者的
采访和报道，我能最深切地感受
到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在这里，通
过“青未了”和“行走烟台”通俗凝
炼的语言，既丰富了我的心灵，又
让我对世界有了更深层的思考，
那些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

让我身临其境地闻到了浓烈的乡
土气息，感受到了生命的本真，一
篇篇富含人文情感故事的文章，
都是异彩纷呈的风景。

岁月如水，终将逝去，可随水
而逝的时光，并不能带走我心里
对《齐鲁晚报》的这份感情。走着
走着，我才发现，这一路，一切都
在变化，而天天和我相见的，风雨
无阻的或许只有她———《齐鲁晚

报》。
4年来，我伴随着《齐鲁晚报》

的脚步，看着她不断地创新，并以
其独特的风格，传递着老百姓的
心声。

相守相望，尽在《齐鲁晚
报》，她值得每一个读者为之守
候，我会继续守望《齐鲁晚报》，
陪《齐鲁晚报》走向更新的旅
程。

“来，快进屋里坐，还以为你
找不到地方呢。”刚一进门，80多
岁的陈敏先老人就握住了记者
的手，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她
说，看《齐鲁晚报》已经有五六年
时间了，现在她还养成了剪报的
习惯。

沙发上放着一叠《齐鲁晚
报》。陈敏先去里屋拿出来好几
叠报纸，一叠是讲养生的，一叠
是讲历史的，一叠给子女看，让
他们注意养生，一叠是给孙子们
看，让他们铭记历史，珍惜生

活。

每一
张报纸陈
老都剪成
同一大小，

然后用回形
针别好，整齐地收集着，她说剪
报的习惯已经持续好多年了。

“我都把觉得可以保留的，有价
值的信息剪下来，没事就翻翻，
翻多了就记得下来了。”

陈敏先退休前是牟平区实
验小学的老师，退休后，她在家
给子女带孩子，现在孩子大了，
陈老也没有什么心思了，觉得该

有自己的生活了，她便再度“出
山”，担任了实验小学的校外辅
导员，为少先大队的工作出谋划
策。

去年她在《齐鲁晚报》上
看到了小学女生惨遭男老师猥
亵的新闻，感到十分心痛。“我
觉得不应这样的，孩子是祖国
的花朵，她们要是在小时候就
遭遇了不好的事，就会影响到
一辈子。”受到欧美价值观影
响的陈敏先认为，保护女孩必
须要拿到台面上说，不断地给
孩子们教育，同时也对老师进
行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收集了
大量的素材之后，去年11月，陈
敏先在牟平区实验小学为四、
五年级的500多名女学生上课，
主 题 是“ 呵 护 女 孩 ，快 来 成
长”，进行防性侵教育。在2014

年一年时间内，陈敏先一共上
了大大小小30余节课。

“我都是从报纸上学习，然
后找灵感。”陈敏先说，看到什么
热点新闻，她就会多想一想，觉
得对学生有帮助的，她就会格外
留心，做做专题，给学生们上课。

本报记者 于飞 整理

今年69岁的侯翠珍家住芝
罘区福山路，自1997年退休以来
就一直订阅《齐鲁晚报》，尤其是
她给晚报投过一次稿子被刊用
之后，侯翠珍更是喜欢上了《齐
鲁晚报》，每天读报纸、记笔记，
甚至反复看，已经成为她生活中
的乐趣。

“刚退休时，闲赋在家，无所
事事，整天看电视连续剧。最后
连续剧也懒得看了，干什么都打
不起精神来，头也疼，腿也疼，浑
身上下没个舒服的地方。再这样
下去，我的身体就要完蛋了。”侯
翠珍说，便开始了健身和读报。

看到报纸征文后，写了几

篇投了过去。侯翠珍写的题目
为《我的健康之路——— 步行》
的小文章刊登在2003年5月14

日的B3版上。这给了她莫大的
惊喜，也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她把那天的报纸好好珍惜收
藏，不过十多年过去了，报纸
还是丢了。不过从那以后，侯
翠珍成了《齐鲁晚报》忠实的
读者，并坚持十多年一直订阅
晚报。“看报，成了我最大的乐
趣。”侯翠珍说，她非常喜欢参
加报纸上的活动，比如知识问
答、征文、厨艺大赛、进社区
等。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整理

八旬老太从报纸上找灵感

读者 沈齐涛

1988年元旦，齐鲁大地在欢
庆元旦的喜悦声中诞生了一份
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报名的
报纸———《齐鲁晚报》。巧的是，

那年我正好入伍来到山东烟台，
《齐鲁晚报》与我可谓有缘啊！她
的创刊，也是我军营生活的开
始。

光阴荏苒，转眼27年了，从
她新生那天，我就来到烟台当

兵，她不仅伴我在部队服役十
五载，而且在我退役留在烟台
后继续陪伴着我又过了十二个
春秋，虽然期间曾中断过与她
的联系，但她始终停留在我梦
里。

2 7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山
东，《齐鲁晚报》是我客居山东
的见证者，也是我在山东最好
的也是唯一的特殊朋友！不论
今后的行程有多远，我都将与
她风雨兼程！

她伴我入伍，是我特殊的朋友

一次投稿成功

使她成为忠实读者

徐庆春

沈齐涛

陈敏先收
集的《齐鲁晚报》
有关抗日战争的
相关报道，准备给
孙子讲讲这段历
史。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69岁的侯翠珍拿出自己的笔
记本，翻出了自己当时给《齐鲁晚报》
投的稿。 记者 张倩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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