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晚报》20年庆之“京熙·达园”杯寻找“晚报娃娃”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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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晚报娃娃”冯浩元
●最钟爱晚报之《财富周刊》

与晚报的感情，冯浩元也从小时候说起。他
与晚报的相识在小学六年级时，他参加了晚报举
办的小记者军事夏令营。夏令营里的教官说的一
句话——为以前吹过的牛而奋斗，如今已经成了
冯浩元的座右铭。

他喜欢看晚报的《财富周刊》，通过晚报了解
到楼市发展走向，增长了不少见识。“平时看晚报
之余，我还用废旧报纸做过手工。”冯浩元告诉我
们，晚报就像他的铁哥们儿。

和晚报的故事，得从小时候讲起

□见习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蔡莹

在经历过考试总时间加长、听力
时间缩短且听完即收答题卡等“大变
脸”后，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以
下简称“英语四六级考试”）上周六开
考。考试形式和内容的双重调整，考
生们对此有何感受？

考生：祝福无效，考生“伤透心”

早在英语四六级考试之前，就
有不少明星发布了祝福微博，歌手
王力宏发出的祝福微博被转发过
万次。

但这些祝福在14日的考试中并
没有给考生们带来多少好运。河南科
技大学大二学生小陈当时也转发了王
力宏的微博，但在考试中，他的听力卡
还没涂完就被监考老师收走了。

和小陈境遇差不多的还有他的学
长小王。此次的英语六级考试已经是
小王第三次踏入六级考场了，谈及“变
脸”后的考试，他悔不当初。“之前考试
时没好好复习，我感觉我的六级证书
已经凶多吉少了，伤心透了。”

调查：听力和翻译成“重灾区”

15日，@新浪每日英语推荐在微
博上发起了一项调查：“新版四级听力
你有没有填完答题卡？”6个小时内就
收到了3269条投票，其中只有58.5%
的考生表示填完了，而没有填完的考
生中，有18.3%听力交了白卷。

在洛阳晚报记者采访中，多数考
生认为听力题和翻译题的难度最大，
听力语速加快、连读单词增多。而翻
译题中，“中国园林”“丝绸之路”等带
有“中国风”的词，让不少考生选择了
直接放弃。

专家：文化元素增加符合考
试命题改革趋势

面对众多考生的吐槽，河南科
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发祥表
示，今年实行的即听即作答即涂答
题卡的听力考试形式有效规范了
考试时间。这样是为了培养学生
的反应能力，也对学生学习英语提出
新的要求——注重实际应用能力和
交际能力。而题目内容方面的改变更
贴近中国文化，有助于英语和我国的
文化紧密联系。

在问到“中国风”席卷翻译考
题，文化元素增加是否会成为命题
趋势时，河南科技大学英语专业教
师邓利蓉表示，增加文化元素符合
考试命题改革的趋势，要求学生们
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多与中国文化
作结合。

“关于一些特殊词语的翻译，我认
为是对中国文化一种有意识的保护和
传承。”张发祥说。

英语四六级考试“变脸”
考生“伤透心”

□见习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蔡莹 文/图

说起与晚报的故
事，“晚报娃娃”朱亚
辉和冯浩元都是以

“那得从小时候讲起”
为开场白。晚报对他
们而言，就像好哥们
儿般亲切。

□见习记者 魏巍 文/图

77岁的李秀润（上图）家住西工
区凯旋西路市图书馆家属院，与晚报
有20年交情了。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李秀润向
来就对晚报十分关注。对晚报上的
好人好事，李秀润大加赞赏。他说，
虽然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但
时下社会风气很浮躁，在这样的氛围
下，晚报报道的一些事情充满正能
量，让人看过之后心里暖洋洋的。

“这么多年来看晚报，也有修身
养性的功效。”李秀润笑着说。现在，
他每天拿到晚报后会看两遍。早上
先浏览一遍，然后出门锻炼身体，待
晚上临睡前再将当天的报纸仔细看
一遍。

李秀润不仅自己订阅晚报，还将
晚报推荐给身边好友。有四五位好
友都因为他的推荐而爱上了晚报。

 十佳忠实读者与晚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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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晚报
能修身养性

□见习记者 魏巍 文/图

76岁的武桃芬（上图），家住涧西
区中州西路与武汉路交叉口的一拖
家属院，已订了16年晚报。每天早上
8点，被她亲切称为“小祝”的晚报投递
员祝四玲都会准时将报纸送到她家门
口。武桃芬没有拨打过晚报热线，她
对晚报的支持就是年年都订报。

武桃芬有个习惯：每半个月将报
纸整理一遍，按照日期叠放整齐，再
用针线穿起来。她喜欢收藏报纸，总
舍不得卖。

去年五六月份，武桃芬的一位朋
友想办老年公交卡，不知该如何办理，
他知道晚报曾对此事有过报道，却找
不到那份报纸。“我家肯定能找到！”武
桃芬一句话打消了朋友的焦虑。随
后，她就在家中找到了那份晚报。

读了这么多年晚报，武桃芬觉
得，晚报就像咱洛阳人，实在！

晚报和咱洛阳人
一样实在

□见习记者 魏巍 文/图

79岁的时根松（上图），家住瀍河
回族区启明南路，1997年开始订阅
《洛阳晚报》。他说，看过晚报后就
“戒”不掉了，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时根松平时不仅喜欢从晚报上
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还喜欢关注这
些政策在洛阳的实施情况。比如油
价上涨时，有车主怀疑是加油站私自
涨价。看过晚报报道的他知道油价
上涨属于统一调整，这时，他便会给
不了解情况的车主解释，车主信服，
他自己也有了成就感。

看了晚报，时根松出门时与朋友
们也有了交流的话题，他们会就晚报
上刊登的报道讨论半天。

时根松说，晚报上大大小小的信
息，他都不放过，甚至连报纸上的广
告也会仔细看。每天的晚报，他得花
至少两个小时才能看完。

一份晚报
他能琢磨俩小时

●“晚报娃娃”朱亚辉
●最钟爱晚报之《教育周刊》

“以前也看《洛阳晚报》，但那时还不知道自
己和晚报同年同月同日生，直到上个月看到你
们寻找‘晚报娃娃’的活动时我才知道。”朱亚辉
笑着说。

朱亚辉对教育类的新闻很感兴趣，最爱看晚
报的《教育周刊》。因为小时候当过晚报小记者，
直到现在，他看到文章中有好句子时还会摘抄下
来。在他看来，自己的写作水平提升和平时读报
是分不开的，晚报不仅是他的老师，更是陪伴他多
年的好哥们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