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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子愚 文/图

今年85岁的戈壁舟（笔名），原
名周聚，自称骆驼。他学历不高，
参加工作后自学成才，成为单位的

“测量专家”。近20年前，他回到洛
阳居住，接触到《洛阳晚报》，并订
阅至今。

“少小离家为生谋，举日挑灯是
苦读。黄沙漠漠驼踏尽，天山戈壁有
通途……”在戈壁舟家中客厅的电视
墙上，一幅书法作品引人注目，内容
是他写的长诗。

“我只读过三个月的小学，之
后全靠自学识字。”戈壁舟说，他
19 岁参加铁路工作，通过苦学铁
路测量学，成了单位有名的“测量
专家”。

退休之后，戈壁舟在学习上没有
丝毫放松。80岁那年，他在《洛阳晚
报》上看到市老年大学招生的启事，

毅然报名入学，
学习国画。戈
壁舟的老伴儿
倪巧兰指着挂
在墙上的牡丹
画笑着说：“老

周学习用功，学习画画时间不长，但
是画得真不错。”

在戈壁舟看来，进入老年大学是
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小时候家里
穷，我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总想多
学点儿知识。”戈壁舟说，他现在四世
同堂，一大家有20口人。

读报多年，戈壁舟关心国家大
事、关注社会发展的习惯一直没有改
变。倪巧兰退休前是一名医生，比较
关注报纸上的养生知识。

在戈壁舟的带动下，他的孙辈儿
也养成了爱学习的好习惯。外孙女
孙咏洁是洛报小记者，也是晚报的一
名忠实读者。戈壁舟常劝告子孙：

“学海无涯，跟着晚报就能遨游知识
的海洋。”

读报时间久了，戈壁舟也有了自
己写书的打算。60岁那年，他开始写
下自己修铁路的珍贵记忆，一共写了
25万多字，为了向骆驼致敬，他把回
忆录取名为《驼印》。

在《驼印》书尾的长诗中，戈壁舟
写道：“洛水北岸安宅院，游遍名城山
河川。望上不足下有余，知足常乐度
晚年。”这是老人的独白，也是他分享
给大家的人生感悟。

□记者 李岚 文/图

今年72岁的荣庆喜，退休前负责
单位的宣传工作，多次向《洛阳晚报》提
供新闻线索；退休后，他和老伴儿成为
《洛阳晚报》的铁杆粉丝，每天固定时间
读晚报、定期剪报收藏，还“追”着晚报
的预告稿件参加各类活动。他说，要永
远跟着《洛阳晚报》的脚步，“活到老学
到老”。

26日上午，当《洛阳晚报》记者来
到荣庆喜家时，当日的报纸已经送到
了。每天9点前后，是荣庆喜和老伴儿
坚持了多年的“读报时间”，看完所有版
面后，两人还会交流一下对当天晚报所
报道新闻的看法，再逐一挑选感兴趣的
内容做记号，以便制作剪报。

“在单位上班时，我还经常给晚报
提供新闻线索呢！”荣庆喜打开一摞剪
报，里面都是他作为通讯员和记者一起
采写的相关报道。荣庆喜制作剪报有
一个特点，喜欢收集“大事件”，尤其是
《洛阳晚报》精美的通版式头版，从
2009年4月10日报道的世界邮展，到
今年7月31日报道的《沙场点兵，扬我
军威》，他都细心地整版收藏；此外，《娜
说河洛》《三彩风》也是他喜欢阅读和收

藏的。
荣庆喜的老伴儿和女儿都是教师，

女儿带的班级也订有《洛阳晚报》，女儿
会经常挑选适合的内容辅助教学；受荣
庆喜的影响，他的外孙很早就成了洛报
小记者，还发表过一些文章，荣庆喜的
孙女今年10岁，看到不少同龄人在报
纸上发表作品、参加活动，非常感兴趣，
也向爷爷表达了希望成为洛报小记者
的心愿。

“晚报上的活动真不少，我和老伴
儿最感兴趣的是文化类活动。”荣庆喜
说，他们经常参加晚报公益大讲堂、咱
爸咱妈老友聚乐部举行的活动，也学
到了不少知识，因为退休后的生活非
常丰富，他还曾被《洛阳晚报》记者采
访，在报纸上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
体会。

现在，每次参加活动时，荣庆喜总
会拍照记录，然后晒到微信朋友圈里，
引得老朋友们纷纷点赞。荣庆喜说，
以后他们老两口
还 要 继 续 跟 着
《洛阳晚报》的脚
步，健康、快乐地
生活，“活到老学
到老”。

退休前多次向晚报提供新闻线索，
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成为晚报的铁杆粉丝

跟着晚报
他要“活到老学到老”

订阅晚报近20年，他带动家人成为晚报
忠实读者，并勉励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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