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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张张晚晚报报，，一一把把剪剪刀刀
金牌读者常承华10年剪报400多本
驱车150公里来济讲述与本报情缘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李晓东

报社来了特殊客人
讲述与晚报不解情缘

8日清晨6点半，滨州博兴的
老读者常承华在女婿的陪同下，
从150多公里外的博兴赶到济南
大众传媒大厦。上午9点半，常承
华老人来到本报编辑部，脸上满
是开心的笑容，嘴里不断重复
着，“这次是真的到家啦！”

一个普通的木箱，一摞各
式各样的纸盒，一一打开竟然
装着五六十本装订整齐、条理
清晰的剪报。这是69岁的常承
华老人带来的珍贵礼物，这些
剪报作品记录的是一位老人与
晚报的不解情缘。

“一月里来是元旦，开启时
代新纪元。改革开放享红利，幸
福指数翻一番。”翻看这些剪报
作品，记者发现每一本都有精
致的封面，精准的主题引领剪
报的内容，扉页上都有老人手
写的打油诗一首，概括老人的
读报心得。

“这是我剪报的一部分，从
2008年开始到现在我的剪报已
经有400多本了。”老人进了门就
迫不及待地向记者介绍起了他
带来的这些剪报作品。

老人退休前是博兴县的一
名干部，早年参军，原本没有上
学经历的他热爱学习，凭着一腔
热情自学成才，看报学习是老人
保持了一辈子的良好习惯。老人

与晚报的情缘可追溯至本报创
刊之初。

因为对于晚报的这份深
情，老人早在2013年就被评为
齐鲁晚报“金牌读者”，面对老
人收藏的剪报作品，晚报的编
辑记者交口称赞。

剪报缘起十年前
如今累计400多本

2008年，内退在家的常承
华担起了照看外孙子的“重
任”，正是在这期间，偶然一次
卖废品时，常承华看着堆放在
一起的旧报纸，萌生了要剪报
的念头。“看见报纸在收购站被
人翻来拣去，我十分心疼，这一
份报纸包含着记者、编辑、总编
等很多人的心血，就这样被扔
掉太可惜了。”

恰好小外孙喜欢汽车、漫
画，老人就从汽车板块和漫画开
始做剪报，顺带着教小外孙看报
识字。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小
外孙已经认识了400多个汉字。

就这样，在2008年，老人将
当年的报纸剪成了“人苑美景”

“靓丽花园”“千姿百态”“百年
奥运”“百花争艳”“欢乐车场”

“动漫炫悦”等七本内容各异的
剪报集。

由此，老人的剪报事业“开
了张”，之后一发而不可收。2009
年，老人剪出了27本剪报集，相
比前一年多了不少。2010年剪报
数量增加到40本，2011年达到新
高，剪出了52本。从那之后，基本

上每年的剪报集都在四五十本，
最多一年剪出了80本。

目前，老人的剪报集内容
涵盖了齐鲁晚报10年来刊载的
主要新闻、文学作品，堪称十年
来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

“10年间，省内、国内发生
的大事在我这些剪报中都能找
到资料。”老人自豪地说。

战严寒斗酷暑
向老伴学针线活

现在，常承华老人依旧保
持着看报剪报的习惯，坐在办
公桌前，花上三四个小时看报
剪报，已经成了老人每天的必
备功课。老人说，他的看报剪报
可以说是战严寒、斗酷暑，流血
流汗不畏难。

起初，为了装订剪报，老人
向老伴儿学习使用针线，学得
一板一眼，开始时笨手笨脚，针
脚歪歪斜斜，后来技术越来越
熟练。10年间，为了剪报，老人
用光了70多瓶糨糊，一斤多毛
线。其间，曾因为切割报纸3次
受伤，其中一次手指被割出了5
厘米长的伤口，到医院缝了5针
才止住血。

“我每天最愿意听到的声音
就是拿剪刀剪报发出的咔嚓咔
嚓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大脑就
格外活跃、非常清醒，血压平稳、
心情舒畅。”老人说，可以让他不
吃饭，但是绝对不能不看报，家
里的东西别人都可以拿，但绝对
不能动他的齐鲁晚报。

家里成立阅览室
还要当剪报大王

常承华年近七旬，身材偏
瘦，动作敏捷，思维清晰，精神
状态极佳，然而，在退休之初，
老人的身体曾十分虚弱。在
2008年，因为胃溃疡甚至被切
除了大半个胃。现在身体恢复
如此之好，老人将功劳记在看
报剪报的爱好上。

“开篇读报，阳光照耀；开篇
剪报，强身健脑，阅读、剪辑一张
齐鲁晚报，胜似服用几服药。”老
人经常向战友、单位老同事、邻
居推荐阅读齐鲁晚报，邀请他们
加入剪报行列。他还把家里13平
米的储藏室改成了“齐鲁晚报·
老有所乐读者之友”阅览室，将
自己收藏的报纸和剪报作品供
大家免费阅读。“大家看了没有不
称赞的，很多原本不打算订报的
朋友看了之后重新订报了。”

老人说，他还打算将“读者
之友”发展壮大，近期打算去博
兴的老干部局、老年大学等进
行一次展览，发展更多老年朋
友看报剪报。未来，老人还将尝
试用连环画的形式剪出更加精
致美观的作品，然后择机出本
书记录自己的剪报生活。“我的
最大愿望是当齐鲁晚报剪报第
一人，继续剪报，当山东剪报大
王。”常承华说。

此次，齐鲁晚报创刊30周年
之际，老人再次获评“金牌读
者”，将获得终生免费阅读资格。

从1988年创刊，到如
今的全山东影响力和发行
量最大的都市类媒体，齐
鲁晚报三十载初心未改，
也从未孤军作战。晚报与
读者相融共生，在数百万
读者的呵护中，迎来“三十
而立“。

三十年,那些让我们
喜悦或者感伤的场景,如
今再提起来,就是“故事”，
而我们始终是您的倾听
者。在齐鲁晚报创刊三十
周年之际,本报启动三十
周年特别活动———“咱俩
的故事”，我们的编辑记
者,想把纸笔交给读者,讲
述一下您与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的缘分。

参与方式：扫描下载
“齐鲁壹点”，发送您的故事
到“情报站”，我们将选择优
秀故事刊发，还将邀请幸运
读者参加齐鲁晚报三十周
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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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常承华将自己的剪报带到了本报编辑部。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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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125198608168526）将山东

火炬置业有限公司火炬东第

购房收据原件（NO. 8010914收

据金额人民币壹拾贰万贰仟

玖佰贰拾叁元整￥122923元，
NO. 3000932收据金额人民币

伍万零柒佰玖拾元整￥50790

元，NO. 0007740收据金额人民

币 贰 拾 壹 万 肆 仟 元 整 ￥
214000元，房号2-2-15-3，地

下室编号2-2-3-6）丢失，声明

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

责任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
理办法》和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对新闻记者证申领核发
工作检查的紧急通知》的
有关精神，现将本单位符
合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4
人）进行公示并接受社会
监督。举报电话：0 5 3 1 -
85038265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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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晓东 张泰来

常承华说，“晚报创刊三十
周年我必须要来，这一天我已
经期待很久了。”

常承华深情地说，“我关注

晚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我对
齐鲁晚报的总结就是‘快捷便利、
内容齐全、服务周到’。在看到‘咱
俩的故事’以后，我就想着我必须
要去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把我对
齐鲁晚报的这份感情讲出来。在
看到已经有读者的故事刊发以

后，我觉得不能再等了，收拾整理
以后就来到了晚报。”

“我在这上面投入了太多
的感情，已经离不开齐鲁晚报
了。这也是我作为一名老读者
的情怀，是对晚报真诚的感
情。”常承华说道。

一张晚报、一把剪刀，70多瓶糨糊、一斤多装订毛线、13平米的储藏室，这些数字诠释着一位老读者对
齐鲁晚报深深的爱。69岁的滨州博兴老人常承华10年间用一把剪刀，把晚报剪成了400多本剪报。晚报创刊
30周年之际，老人带着他的“宝贝”来到了报社——— 我们共同的家。

晚晚报报创创刊刊三三十十周周年年

我我必必须须要要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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