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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钟倩

父亲是老读者，晚上灯下读报，
早已成为家庭功课。结识晚报，始于
2009年，我给“剪子巷”栏目投稿，第
一篇“豆腐块”就被采用了，我非常
惊喜，记得当时的编辑是张刚老师。

从那以后，我与这个栏目结下
深厚缘分，通过投稿关注民生、建言
献策，感受城市的发展与脉搏，我与
晚报一起成长。

多年执笔，强烈的责任感与公
益心萦绕着我，我踏上了投身公益、

参政议政的道路。本以为自己做的
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想到取得
诸多荣誉。

2012年，我获得首届责任市民
荣誉称号。2013年1月，我被选为山
东省政协百姓代表，走进山东会堂
参加省政协会议，我所撰写的提案，
被带上了全国两会，引发社会强烈
的反响，新华社、中新社、央视等媒
体现场报道。

走进会场是荣耀，走出会场是
责任。这些成绩与荣誉，都与晚报的
一路陪伴密不可分。每天早上，看

报、学习、执笔、撰稿，更多时候，是
反复思考，结成提案。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个轮椅天使，称我为“80后张海
迪”，但是，我深谙，读者的支持与社
会的认可才是我前进的最大力量。

一份报纸，一个梦想。晚报助
我成长，我的梦想也在高高飞翔。
很多读者称赞我的观点独到、文
笔扎实，其实，这也是读报中所汲
取的钙质。

无论是专题报道，还是民生新
闻，或是文化副刊，每道菜品都有滋
有味；编辑记者精益求精，认真严

谨，思想新颖、服务高效，积极适应
媒体发展的新常态，久而久之，我的
思维与文笔自然得到锤炼，心里是
满满的感谢。

一万日夜相伴，二十七载情浓。
作为老朋友，我衷心祝愿晚报的明
天更美好！

希望今后再上新的台阶，多推
出原创性的栏目，注重本地特色，
打造民生品牌，让读者在传统阅读
中提升自我，在互动体验中提高素
养，拥有多重体验与多元享受！（略
有删改）

多多推推原原创创栏栏目目，，注注重重本本地地特特色色

剪贴晚报

成了我生活一部分

从2008年开始，滨州读者常承华到现在已坚持剪报八年的时间。在这段
时间里，他将齐鲁晚报的精彩部分，分三种类型(时政、综艺、特刊)，七大内容
(时政要闻、民生关注、法闻警示、财政之窗、艺花争艳、体坛英姿、国际要闻)，
两种形式(精彩内容粘贴成册、特刊分别装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剪辑整理。
八年来共计使用糨糊五十余瓶，白纸一百多个平方，整理各种剪报作品三百
多本。图为常承华所剪贴的晚报。

常承华 摄

□济南 王婷

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梦想有
一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刊登在
报纸上。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先
后在高中的校刊和大学校报上发表
过 文 章 ，但 能 在 家 乡 的 主 流 媒
体———《齐鲁晚报》上有文字见报，
则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幸运的是，2011年6月，经朋友
介绍，我加入了《齐鲁晚报》《今日济
南》“剪子巷”群。在这里，没有人微
言轻的歧视，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
人人尽可以畅所欲言，说咱老百姓

的事，拉咱老百姓的理。也是在这
里，我结识了栏目的主编张贵君老
师。张老师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乐
于与群友打成一片。我的每一篇小
文都得到了他的精心指导。

最令我难忘的是2011年底与张
老师的一次见面。那是我看到“张
刚大篷车”组织捐书建爱心图书
室的活动后，下了班，我带着几本
儿童读物去报社找尹明亮记者送
书。捐完书后，我顺便问了一下张
老师，尹老师便带我来到了张老
师的办公桌前。当时是晚上 7点
多，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刻，张老

师却立刻放下手头的活，热情地
与我交谈起来。当得知我是到报
社捐书后，张老师不但肯定了我
的行为，还送给我一本《新闻评
论》，鼓励我好好学习一下时评的
写法，在写作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到报社捐书还能意外得到编辑老师
的赠书，这让我十分惊喜，也感受到
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乐。

从那以后，我写作的劲头更大
了，每天阅读晚报、写时评，为每周
的杠子头跟帖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但学
习着如何观察与思索，也感受到了

一种责任与担当。
2012年春节后，因工作需要，张

老师要调往德州负责《今日德州》版
面，“剪子巷”由修伟华老师接替担
任编辑。修老师给人的印象是严谨
细心，一丝不苟，有时为了一篇评论
上的细节还亲自打电话找我们作者
核实。

后来随着版面的调整，“剪子
巷”又先后换了几位编辑。但无论何
时，剪子巷的宗旨未变，始终坚持做
老百姓自己的言论，反映群众的心
声，为群众谋福祉。这也是我一直喜
欢“剪子巷”的原因。（略有删改）

““剪剪子子巷巷””里里，，我我们们畅畅所所欲欲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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