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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出炉”的《洛阳晚报》，
是送给孩子们的贴心开学礼物

《洛阳晚报》进课堂 成长路上我先行
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关工委、洛阳晚报等倡议：希望大家捐赠报纸，让孩子们受益
读好报，知天下。本报编辑部先行捐赠百份报纸；您若捐赠，请拨66778866报名

阅报栏前的孩子们

□记者 马文双

读好报，知天下。
昨日，本报报道了洛阳湖滨食品贸易有

限公司，想订260份《洛阳晚报》免费送给中
小学生，供其在校阅读一事，引起强烈社会反
响。50多所学校的教师致电本报，期待自己
的学生能在校园里读到《洛阳晚报》。鉴于
此，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关工委、洛阳晚报、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读者俱乐部共同向全体市
民、爱心企业家发出倡议：希望大家为学校捐
赠报纸，让孩子们受益。

爱心企业为孩子们免费送
报的义举，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昨日，本报A08版《260份〈洛阳晚报〉
免费送给中小学生》一文，报道了洛阳湖滨
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想订 260 份《洛阳晚
报》免费送给中小学生，供其在校阅读一
事。看到相关报道后，50多所中小学校的
教师相继致电本报，想为自己的学生争取
这一机会。

“您好，我想为我的学生申请一份《洛阳
晚报》，让他们在教室里就能看到权威、全方
位的新闻报道。”“您好，我的学生也需要《洛
阳晚报》。”……

昨日，见到本报《260份〈洛阳晚报〉免
费送给中小学生》的报道后，市实验小学、市
实验中学等50多所中小学校的教师相继致
电本报，纷纷想为自己的学生争取一份或多
份《洛阳晚报》。

“您好，感谢仝先生的爱心，我是市32中
初二（3）班班主任，我想为我的学生们申请一
份《洛阳晚报》……”因我们的电话一直处于
繁忙状态，教师白明惠给记者发来这样一条
短信，她觉得孩子们太需要这样一份报纸来
充实自己了。

白明惠本人是《洛阳晚报》的忠实读
者，身为一名语文教师，她经常会将自己在
《洛阳晚报》上看到的报道读给学生们听。
例如，有一次，她把本报曾报道的寒门学子
的故事读给学生们听时，孩子们眼中闪烁
的泪花告诉她，读《洛阳晚报》真的可以让
孩子们收获更多，如拓展知识，丰富情感，
看到更多自己不曾感受的世界、不曾了解

的人与事等。
了解到很多学校希望让学生们看到《洛

阳晚报》，但260份晚报远远不够时，我们便
萌发了发起“开学了，给孩子们订份晚报
吧”这一活动的想法，并和有关部门联系，
希望他们支持。相关部门都表示这是好
事，应该支持。

为此，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关工委、洛阳
晚报、洛阳日报报业集团读者俱乐部共同向
全体市民、爱心企业家发出倡议：希望大家为
学校捐赠报纸，让孩子们受益。

本报编辑部先行捐赠100份；
您若捐赠，可拨打66778866报名

我们倡议，给孩子提供一个权威、健康的
信息获取平台，弘扬主流文化，使学校教育与
社会教育相契合。即日起，让我们加入“开学
了，给孩子们订份晚报吧”活动，让我们的下
一代能够扩大知识面，健康成长。

我们倡议：广大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家行
动起来，为了孩子捐赠报纸，让他们能够在校
园里及时获取权威信息，了解社会动态。为

了支持此次活动，本报编辑部先行捐赠100
份《洛阳晚报》。

如果您想给孩子们送去一份或多份《洛
阳 晚 报》，可 随 时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66778866报名。对一次性捐赠100份以上
报纸的单位，我们将在该单位设立小记者采
访基地，一年之内组织小记者到该单位采访、
采风。每份《洛阳晚报》的全年征订价格为
168元。

如果您是学校校长或教师，如果您所在
的学校急需《洛阳晚报》，您想让自己的学生
通过报纸了解世界，了解家乡，也可拨打
66778866报名。

为确保捐赠、受赠情况公开、透明，我们
不仅会随时报道社会各界捐赠情况，还将与
爱心人士一同到各报名学校进行走访，并最
终确定受赠学校，集中举行捐赠仪式。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启动“我与晚报的故
事”征文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曾与晚报有着
特殊的缘分，可将故事整理成文，发送电子邮
件至woshixiaojizhe@126.com。我们将对
参赛征文进行整理、评比，选取优秀作品刊登
在《洛阳晚报》上。

□记者 高亚恒/文 张晓理/图

本报昨日刊发《260份〈洛阳晚报〉免费
送给中小学生》一文后，不少市民在向洛阳湖
滨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致敬的同时，也表示其
做法确实触及了我市目前中小学生很少看报
的现实。

随后，记者走访我市部分中小学发现，
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对报纸很感兴趣。然
而，目前，他们很难在校园里看到报纸。在
听别人讲述与《洛阳晚报》的故事时，他们
也期待着，每天坐在教室里便能看到“新鲜
出炉”的《洛阳晚报》。

晚报上的小故事，成了作文
中的论据

洛阳外国语学校高三文科班学生张佳皓是
一名住校生，每天午饭后，她会到教室看一会儿
课外书，或到教室墙外的“读报栏”前看一看。

学校每层教学楼的教室外墙上，都设有
两三处读物专栏。老师们在看报的时候，经
常将其中有用或有趣的信息剪下来，贴在这
里供学生们浏览。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读
报栏”。“老师每次更换新报纸，‘读报栏’前就
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张佳皓说，《洛阳晚报》

是“读报栏”上的“常客”，而自己也是众多“围
观者”之一。

由于住校生不能经常看电视，张佳皓每
逢周末回家才能看新闻，“有时候，事情都发
生好几天了，我才知道”。正因如此，“读报
栏”中的《洛阳晚报》成了张佳皓最常看的课
外读物，也成了她了解时事的重要窗口。

令张佳皓没想到的是，在一次考试中，
《洛阳晚报》还给了她一个惊喜——以前在报
纸上看过的一则小故事，恰好和考试中的作
文题目不谋而合。于是，张佳皓便将这则小
故事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运用在作文中。

“虽然今年上高三了，但我还想继续看报。”张
佳皓说，在学习中，她已经不止一次尝到多看
课外读物的甜头。由于“读报栏”中的文章多
是老师们读后选择性地粘贴的，一般时间有
所延后，并且不能看到全部的报纸。张佳皓
希望，每天能读到“新鲜出炉”的报纸，看到更
多鲜活的新闻。

学生们的作文变成铅字，引发
校园投稿热

王冰是涧西区东升二小的语文教师，她
感触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几年前，班里有两名
学生的作文同时登上了《洛阳晚报》，自那之

后，全校便刮起了“投稿风”。
王冰说，几年前，她是三年级某班的班

主任。那年学雷锋纪念日，她带着全班同学
到社区几名孤寡老人家中，帮忙打扫卫生，
陪老人聊天。当天，正好有一名《洛阳晚报》
的记者去采访。活动结束后，王冰随口给学
生们布置了作业——写写自己当天的感
想。孩子们写完之后，《洛阳晚报》的记者对
其中两篇作文很感兴趣，表示“回去帮他们
投稿试试”。

“当时觉得作文见报可难了，我和孩子们
都没抱什么希望。”王冰说，没想到，两天后，
这两名学生拿着一份《洛阳晚报》兴高采烈地
找到她。王冰看到学生们的钢笔字变成了铅
字，也非常激动。有多年教学经验的王冰突
然想到，这不正是激励孩子们的好机会吗？
于是，王冰在班会上向全班学生宣布了这个
消息，并特意朗读、点评了这两篇作文，还让
这两名学生发表了感想。

自那之后，不光是王冰自己带的班，学校
里其他班的学生也备受鼓舞，开始在写作文
上下工夫。语文教师的办公室里，经常有学
生拿着自己写的随笔请老师修改。

“要是孩子们在班里就能看到报纸，那
真是太好了。”王冰说，《洛阳晚报》的《教育
周刊》和《小记者俱乐部》专版上经常刊登

一些学生的作品，《百姓写手》专版也有不
少好文章，如果学生们能每天阅读报纸，学
习这些佳作，长时间坚持下来，对培养孩子
们的语感非常有帮助。此外，看到身边的
同学有作品发表，孩子们也会受到莫大的
鼓舞。

“很想看看自己在报纸上是啥样”

对很多学生来说，每天翻看“新鲜”的报
纸，能学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但对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吴黎明和她的弟弟吴汉东
来说，在学校看到报纸，或许还能弥补他们心
中小小的遗憾。

去年11月，在本报联合洛阳鑫融基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推出的“为爱而行”特别公益
活动中，瀍河回族区北关小学学生吴黎明作
为我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代表，参与拍摄
了一部名为“黎明的梦想”的微电影，受到前
所未有的关注。当时，吴黎明和吴汉东作为
此部微电影的主角，几次登上《洛阳晚报》，
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刊登有自己照片的
报纸。

“知道自己上报纸是两天后的事了。”吴
黎明说，当时，父亲曾骑着三轮车专门到街上
转了很久，想买几份报纸，给老家的亲戚朋友
们看看，自己也能留一份作为纪念。但问了
几十家报亭，父亲都没有找到那份晚报。后
来，采写稿件的记者知道此事后，还专门帮他
们找当天的报纸，但因时间较久，她也没能帮
上这个忙。“很想看看自己在报纸上是啥样。”
吴黎明说。

北关小学校长蔚会敏说，不光是吴黎明
姐弟，全校200多名学生，90%以上是外来务
工人员的子女，绝大多数学生家长是靠做些
小生意维持生计。这些家庭不但订报纸的寥
寥无几，有些甚至一台像样的电视都没有。
学生们了解新闻的渠道非常少，让他和教师
们很着急。

蔚会敏很想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多看报
纸，但因学校经费紧张，订阅的两三份报纸
只能在教师们翻阅后，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
上让学生们传看，那时新闻往往已成了旧
闻。蔚会敏希望，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也能在学校看到报纸，以扩大知识面，增长
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