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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 刘烟生

《齐鲁晚报》不仅牵动着我的
情感，也吸引了邻居们的眼球。那
是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坐在沙
发上读刚到的《齐鲁晚报》，忽然
有人敲门，我打开房门一看，一位
素不相识的60多岁的大姐站在门
外。她告诉我说，自己是楼上的邻
居，刚才在阳台晒衣服，一不小心
失手，衣服飘落到我家阳台上，打
扰我一下，能否进屋来到阳台取
衣服。

大姐找到了自己的衣服后和
我道别，经过厅屋时看见我摊放在
茶几上的《齐鲁晚报》的今日烟台，
她情不自禁地说：“哇，印刷得好漂
亮，齐鲁晚报还报道烟台新闻，借

给我看看行不？”得到我的同意后，
她拿着衣服和报纸欢天喜地地走
了。

以后，她就常常到我家玩耍，
借阅我的《齐鲁晚报》，报纸成了
连接我们友谊的纽带和桥梁，我
也知道了她姓张，大我三岁，我称
她张姐，她叫我妹妹，关系也亲密
起来。

有谁能相信，一份《齐鲁晚报》
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敲开了钢
筋水泥铸成的壁垒，改变了过去邻
居们同在一个单元楼住了四五年，
竟互不相识的生分。

如今，我和我的邻居姐妹都订
了《齐鲁晚报》，是晚报的铁杆粉
丝。一万期要来了，我们由衷地为
晚报寄来“一万个祝福”。

一一篇篇报报道道让让我我成成为为济济南南人人

□济宁 苏海涛

我是微山县工商局鲁桥工商所苏海涛，自咱们《齐鲁晚
报》创刊就是忠实读者和积极供稿者。

与《齐鲁晚报》结缘，永远要感谢现年84岁的韩大娘。韩大娘
的丈夫在邮电局工作，韩大娘从1978年就在城西老汽车站开始
摆摊流动卖报刊。1988年1月1日《齐鲁晚报》创刊，韩大娘就开始
零售《齐鲁晚报》；当时作为高中生，我手里买书、买报刊的钱是
有数的，有时是自己单独买全班看，有时是凑钱买，有时是先把
手洗干净，好不花钱厚着脸皮“蹭看”《齐鲁晚报》。无论买与不
买，韩大娘都热情招呼，从不说难听话，令我感动至今。

2015年5月1日上午我休息，在去看望父母的路上，走到微山
县夏镇奎文路济宁商业银行附近，发现韩大娘还在摆摊卖报刊，
就赶紧用手机拍了下来。韩大娘告诉我，一是锻炼锻炼身体，二
是看刊读报方便，三是能见见新老朋友。说起来，这位大娘也是

《齐鲁晚报》创刊起的“特杆粉丝”了。

□济南 林毅

1991年，我来济南务工。在当
时，融入城市，拥有济南户口是自
己的最大梦想。可是本人既不是大
学毕业，也不是军转人员，办理济
南户口谈何容易，尤其是孩子到了
上学的年龄，这种想法更加迫切，
晚上都睡不着觉。

2004年9月30日，齐鲁晚报刊
登了记者张庆村采写的《济南户籍
制度将进行重大改革》，我的心里
一阵激动，赶紧捧在手里仔细阅
读，可是看了几眼心就凉了：购房
面积90平米、本科以上学历。正想
把报纸扔到一边时，最后一条吸引
了我的眼球，“高职能人才，具有技
师职业资格证的一线工人也可以
落户”。

我心中暗喜，这条政策俺符
合！年前我刚由单位选派，参加
了济南营养学会的技能培训，取
得了营养配餐技师证书。我觉着
这 事 靠 谱 ，就跟单位一同事说
了，他两手抱着胳膊斜着眼说：

“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老婆孩子

户口刚办过来，娘仨光城市增容
费 就 交 了 两万四，别听报纸瞎
说。”

第二天带着报纸，拿着职业资
格证来到南郊派出所。户籍民警
问：“这项业务刚开始办理，你是第
一个来咨询的人，怎么知道的？”我
怯怯地递上了那份报纸，指着上面
说：“就是这里说的。”她详细地告
诉我需要什么材料，让我送到市中
分局，而分局的民警审核后告诉
我，三十个工作日后，到派出所领
户口本就行。

我懵懵懂懂走出市中分局，还
是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盼了13年
的济南户口，就这么简单地办下来
了？拧拧胳膊生疼，不是在做梦，那
天我都不知是怎么走回家的。

在焦灼与期盼中一个月过
去了，我真的取得了济南户口，
成了真正的济南人。如今，我拥
有济南户口十几年来，每每想起
晚报那篇文章，想起未曾谋面的
张庆村记者，一股暖流就涌上心
头。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整理

因因为为晚晚报报，，我我多多了了个个姐姐姐姐
与与卖卖报报大大娘娘从从创创刊刊起起结结缘缘

2015年5月1日，84岁的韩大娘仍在卖报纸。（苏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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