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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忻尚龙 文/图

姚友爱今年76岁,早在1958年，就开始给《洛
阳日报》供稿。1994年《洛阳晚报》创刊后，姚友爱
每年必订，从未间断。家里的孩子给他订的有其他
的报纸，他每天只“随手翻着看个标题”就扔一边了。

姚友爱家住高新区三山社区。说起《洛阳晚
报》，姚先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我跟报社，缘分不
浅呢！”

“195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给《洛阳日报》写稿
了，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特约记者呢！1988年的时
候，我写的《孙九堂“傻事”三桩》发表在了《人民日
报》。”姚友爱说。

“后来，我一直关注晚报的‘三彩风’和‘百姓写
手’这两个板块，也经常给他们供稿。”姚先生找出
几张近期的报纸，当场给记者念他写的诗。

“我订《洛阳晚报》，20年来一直没断过。”姚友爱
笑着说，“虽然我不是报社的人，但说起报社里那些二
三十年前的老员工，说不定比你们年轻记者还熟悉
哩。当年我是通讯员，我和咱们报社的记者们一起采
访一起写稿。有空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畅议古今，几十年的情分啊。”姚友爱感慨良多。

因为姚友爱对《洛阳晚报》情深义厚，家里人也
渐渐地钟情上了这份报纸。“我现在就盼着每天早
上报纸能早点送到，看完以后，下午跟朋友聊天也
有得聊。否则就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街坊邻里之间聊天，都插不上话。”姚友爱的爱人刘
凤英说。

“我女儿也给我订过一些其他的报纸，虽然上
面也有洛阳新闻，但是总感觉不对味，没有《洛阳晚
报》贴心。”姚友爱说，看晚报也会”上瘾“！。

咱们都是一家人 晚报陪您过中秋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

“来家里，还带什么东西！”一进门，72岁的张庙
堂老人就大声说了起来。

张庙堂家住新区古城路的双溪布洛小区。我们
去的时候，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老伴去看老娘去了，
老娘97岁了，快过节了，老伴今天过去给老娘蒸点
卤面，陪老娘说说话。”张庙堂说。

提起订报，张庙堂很兴奋。1987年，他从洛阳
风动工具厂提前退休，闲着在家，就开始订阅《洛阳
日报》。《洛阳晚报》创刊后，便改订《洛阳晚报》。

“实话说，刚开始订是因为你们报纸便宜，那时
候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洛阳晚报》花钱少，而且信息
量大。”张庙堂说，“没想到看着看着，竟养成了习惯，
也越来越喜欢看报，就这样，订了近20年的《洛阳晚
报》，真成了咱家的报。”

现在，张庙堂有两大爱好，一个是看报，一个是
每天到户外走路5公里。“走路锻炼身体，看报充实
大脑。从报纸上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也能看到洛阳
新闻，知道洛阳有哪些新鲜事。”张庙堂说，“年龄大
了，孩子们忙着上班，孙女也上小学了，老两口在家，
通过看报，能够足不出户，知天下事。”

张庙堂所住小区门卫袁师傅家住九都路附近，
很关心九都路拓宽工程。14日一大早，看完《洛阳
晚报》，张庙堂就兴冲冲地下楼，离老远就高喊：“袁
师傅，告诉你个好消息，九都路拓宽改造工程下月就
要动工了。”

“《洛阳晚报》就是好，老百姓关心啥，它就登啥，
经常看报，我和邻居们也有可以讨论的话题。”张庙堂
告诉我们，小区车多人少，平常很少与邻居们走动，报
纸上的新闻让大家有了共同话题，邻里关系也好了起
来；每到夏天，年轻人和小孩子都喜欢到洛河边游泳，
容易出事。晚报常刊登的一些溺水身亡的新闻，年轻
人和小孩子看了之后，能对他们起到警示作用。

“上岁数的人，啥也不图，就图个平安。”张庙堂
说，报纸上关于燃气安全、防火、防盗等新闻他很关
注，并经常拿来教育子女。

作为老读者，《洛阳晚报》的一些细微变化也让
张庙堂牵挂——“那天报纸一送来，我就发现报头变
了，以前的报头比较严肃，现在很秀丽，很有艺术性。
猛一看不习惯，但看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换了好。”

张庙堂说，前几天有人找他订其他报纸，他拒绝
了。“看报纸，我就认准《洛阳晚报》！”

快到中秋节了，张庙堂的儿女们已经电话约好，
要带着家人陪张庙堂老两口过节，“那一天肯定很热
闹，我大女儿的孩子都结婚了，一大家子人，热闹得
很。”受张庙堂影响，张庙堂的儿女们也喜欢看《洛阳
晚报》，家人在一起，也会说起报纸上的一些新闻，讨
论一番，很是热闹。“我7岁的小孙女还闹着要当小
记者呢。”

□记者 忻尚龙 文/图

78岁的郭志谦，连续订阅《洛阳晚报》长达
18年。每天的报纸，他家中都存得有，重量有上
千斤。哪怕是《洛阳晚报》早期派发的“读者俱乐
部会员卡”，他也都保存着。有时候为了能早十
几分钟看到报纸，郭志谦早早地就坐在小区门口
等投递员。

郭志谦今年78岁，家住西工区市府西院，自
从1995年从物资局（今被合并为商务局）退休
后，就开始订阅《洛阳晚报》，至今已有18年了。

昨日上午9点，记者刚走到郭大爷楼下，远
远就看见郭大爷正在树下纳凉，穿着一件白汗
衫，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把当天的《洛阳晚报》铺
在石板上，仔细阅读。

离老远，陪同记者一起来的投递员汤秒芝大
声跟郭大爷打着招呼：“郭大爷，这是咱《洛阳晚
报》的记者，来看您啦。”

郭大爷这才放下报纸，赶紧站起来，上前
握住记者的手，“哎哟……你看你们这么忙，还
专门来什么呀，电话里一说就行了，快进屋，快
进屋。”

记者走进郭大爷家里后，眼睛余光瞥到屋子
角落有好几捆报纸，大小不一，版式各样，但都被
码得整整齐齐，摞起来有一人多高。

郭大爷转过身，把上面厚厚一沓会员卡拿下
来，拍拍灰，“这全都是以前《洛阳晚报》发的，每
年一张的样子都还不一样。我不舍得扔，就一直
存着。”

“《洛阳晚报》前后改版多次，大小也变了，我
都留着。”郭大爷指着角落的报纸，“这几年来，每
天的报纸，我都存的有。有时候附近的居民找个
过去的新闻、消息什么的，都会来我这儿找。”

“可惜家里地方小，实在放不下，有的报纸存
个三五年，就只能卖掉，一卖就有五六百斤。”郭
大爷无不惋惜地说，“如果都留着的话，估计要有
几千斤了。”

郭大爷还拿出一张2005年1月1号的《洛
阳晚报》元旦珍藏版，报纸的最外面，有张大红
色的外皮，然后报纸放在一个橙色的纸袋子
里。郭大爷说他最喜欢这张，看着就喜庆，一
直留着。

“现在我们老人过日子，没有手机可以，没有
报纸，那日子真办法过。”郭大爷说，他们年纪大
了，电脑不会用，手机只会接打电话。看报纸成
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看报纸，
我就认准《洛阳晚报》”

七旬老人，存报上千斤

看晚报有“风险”，
一旦认准易“上瘾”

（上接A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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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吾夫陈木，生前系

洛阳日报社退休干部，
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
年9月17日5时20分逝
世，享年78岁。定于9
月19日8时30分在洛
阳殡仪馆万安厅举行遗
体告别仪式。敬请其生
前友好届时参加。当日
7时45分在九都路报社
家属院门口、7时50分
在周公路与定鼎路交叉
口乘车前往。
妻：李爱荣 携
子：陈智勇 媳：付振宇

陈智强 邵 萍
女：陈丽萍 婿：张继强
及孙辈 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