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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杨六郎

这封信不知道您能否收到，
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写完。我
的母亲很喜欢看晚报，她走的时
候，是看着晚报走的。

我家在章丘，在农村条件不
是很好，想要读报必须要去一些
厂矿，或者是一些行政单位，后来
小镇上也有了卖报的摊位。2003
年的时候，我给刁镇银鹰集团下
属的一个厂子做配套加工，每天
都要去镇子上，在一个卖水果的
小摊前捎带着卖报纸。有时候上
午去的时间早，报纸没来，我会向
老板讨一份前一天的报纸，拿回
家给母亲看。

按照母亲的逻辑，她喜欢齐
鲁晚报的理由就是因为报纸上
经常说一些家长里短的事，也因
为母亲一生没有出过远门，一直
生活在齐鲁大地。母亲甚至自豪
地告诉过我，她是高小文化，每

次看晚报，都不由自主地读出声
来。

母亲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6
个，历尽艰辛，却患上了糖尿病，
后来出现了并发症，就一直卧
床。我一直延续着从小摊上买报
纸的习惯，后来我拿报纸回家递
给母亲，她已经没有多少力气，
只能艰难地接过报纸，半闭着眼
睛，拿着在鼻子上闻，说最喜欢
新报纸散发出的油墨香。我们几
个轮番扶着她那颤抖的手翻报
纸，她还是会和往常一样，断断
续续地读出声，但明显已经没有
气力。我们都在一边含着泪，听
她读完。

与病魔抗争了2年之后，母
亲还是走了，走得很安详。那是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记得
晚报上的日期是2006年4月26
日，我把母亲看的最后一天的晚
报精心对折得整整齐齐，永远地
保存了下来。母亲出殡的那天，

我又买了一份当天的晚报，放进
了母亲的坟里，让晚报的油墨香
一直陪伴她，让她永远不会感到
孤单。

母亲走后，命运再一次捉弄
了我，表弟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
我用我的小工厂做抵押，给他贷
款十万元，但是2年之后，他经营
失败，远走新疆，音信全无。我欲
哭无泪，但是我不想失去自己做
人的原则，用努力劳作来偿还每
年的一万多元的利息。

虽然经济拮据，但是我还是
瞒着妻子，从牙缝里挤出200多
元，自费订阅齐鲁晚报。最近几年
的齐鲁晚报我都不舍得丢弃，看
完后，我都码放整齐堆在墙角，足
足有2米多高。妻子几次招呼收
废品的回家，我都严词拒绝。这些
报纸见证了我的过去，陪我走过
人生中最困难的岁月，我怎么忍
心丢弃。

（注：读者来信略有删改）

母母亲亲是是读读着着晚晚报报走走的的
□聊城幼儿园教师 姜焕霞

我与晚报结缘可追溯到上个世
纪90年代，屈指算来已有二十多年，
一路走来我收获颇多。

1992年我在一所农村小学任教，
当时我们是个中心校，学校订有大众
日报和齐鲁晚报，不过大家事情都比
较多，看报纸的人不多。那时候可能
我年轻，教学任务不怎么重，空闲时
间就看报纸。我看得很仔细，把每一
版每一个栏目都看了，晚报成了我的
忠实的朋友。

2002年我从农村来到县城后，
学校没订晚报，我就在报亭里买，时
间长了感觉不方便，又联系邮局的
同学干脆自己订一份。随着孩子一
天天长大，他们也逐渐喜欢上了齐
鲁晚报，我每天上午放学后就打开
报箱拿出报纸回家看，看完后整齐
地放好，等孩子们放学后再看。

报纸每天都有，一年下来会堆
很高的一摞，如果当废纸卖了会感
觉很可惜，这时我看到我父亲和叔
叔们都退休了，他们每天除了看电
视外没有其他的爱好，我就把我看
过的报纸给他们送去。他们渐渐地
一天不看就感觉无聊，虽然是看过
去的新闻，但成了他们老兄弟的一
个习惯。

晚报还像生活中的及时雨，今
年 3月，我教的孩子贺家昌突然遭
遇不幸，他残疾的父亲患上严重的
肺病，每天生活的不快乐就写在脸
上。看到这情况后我把孩子的家庭
遭遇发到了齐鲁晚报网上，晚报记
者第一时间进行了采访报道，后来
孩子的父亲在爱心人士的捐助下顺
利住进了医院，得到了延续治疗。虽
然后来没能留住孩子父亲的生命，
但是毕竟在众人的帮助下多活了几
个月，超出了医生的预计时间，使我
们的心中感到一点欣慰。

人生的道路还有很长，我相信
有晚报的陪伴我会快乐地度过每
一天，相信我们家这些老人们在晚
报的陪伴下，一定会幸福地度过晚
年。

一张纸系住三代人

27余载10000个日夜，晚报于无声处滋润读者，与大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读者们也给予厚爱，为晚报发展至
今提供了宝贵支持。在一万期到来时，读者写下了这些年与晚报的点点滴滴，并提出了晚报发展的意见建议。
承受厚爱亦不忘初心，晚报有你们，路才会越走越宽。

在晚
报发起万期
征文后，读
者 纷 纷 来
信，讲述与
晚 报 的 故
事。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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