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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洛阳晚报》，他最爱这个栏目——

《倾诉》，是他“无声的教科书”
因为《倾诉》，他成了“故事大王”

在2017洛阳晚报读者节现
场，60岁的孙琴和她的老伴儿，
开着一辆老年代步车，从瀍河区
的恒大绿洲赶过来。孙琴说，她
和老伴儿退休了没事干，每天出
门去哪儿玩、干什么，都是看《洛
阳晚报》决定的，《洛阳晚报》就像
他们的“指南针”。

孙琴说，每天早上，她和老
伴儿都特别留意屋外的动静，
只要听到投递员开投递箱的声
音，就立马开门出去拿报纸，然
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看看当天
都有哪些好玩的活动，然后再

决定一天的安排。
“我们去南水北调的源头参

观，去看各种花展……晚报组织
去哪儿，我们就跟着去哪儿，既
安全又放心。”孙琴高兴地说，

“这不，我们知道今天有读者节，
一大早吃完饭就开着老年代步
车来了。”

“跟着晚报，我们还享受了不
少方便和实惠。比如，跟着晚报
购时惠买新疆大枣、葡萄，买德州
牛肉，实惠，东西品质也好。有了
《洛阳晚报》，生活可方便了！”孙
琴说。

现在，每一期《倾诉》都配有心理医
生的分析，云泽觉得：“这很有必要，看
完一个伤感的故事，心中充满压抑，心
理医生的分析好似为我开了一扇心灵
之窗，帮我剖析故事中人物的心理，以
及引发悲剧的原因。”

当然，《倾诉》也不只讲述消极的感
情故事，它也常向读者“倾诉”夫妻之间
令人羡慕的爱情、孩子与父母之间感人

的亲情。“我经常和家人讲这些故事，我
发现，《倾诉》在渐渐改变我的家庭，家
人的消极情绪变少了。”云泽笑道，“因
为我的宣传，很多邻居和朋友也成了
《倾诉》的粉丝，有人为了看《倾诉》，还
专门订了《洛阳晚报》。”

现在，云泽成了“故事大王”。“他经
常给大家讲《倾诉》中的故事，讲得绘声
绘色的，还有一针见血的点评。”他的好
友刘彩琴说，听云泽讲得精彩，他们也
忍不住讨论起来。

“我们快形成《倾诉》栏目的讨论组
了，我们计划针对每周的《倾诉》栏目开
一个沙龙，大家一起读报，然后各抒己
见，对《倾诉》中讲的故事和人物进行点
评。”刘彩琴笑言，如此有借鉴意义的栏
目，他们可不想只当成故事来看。

填饱肚子重要，精神食
粮也不能缺。《洛阳晚报》就是
周静一家人的精神食粮。

周静，65岁，家住老城区，
前不久，她的儿子于辉又续订
了一年《洛阳晚报》。

订一份报纸，对有些家庭
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辉一
家来说，一年228元的订报费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于辉说：“只
要有《洛阳晚报》，一家人的生活
就很安静、充实，所以不管家里有
多困难，我都要订《洛阳晚报》。”

于辉的家庭情况有些特殊。
父亲因为脑梗卧床差不多10年，
前不久去世了。母亲身体也不好，
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于辉和
媳妇原本都打工挣钱，可是家里有

两个病人需要照顾，

他不得不辞职在家。孩子要上学，一
家人要吃饭，靠着周静的退休金，还
有于辉媳妇的微薄工资，一家人忙
碌中还不忘看《洛阳晚报》。

于辉说：“《洛阳晚报》就是妈妈
的精神食粮和镇静剂。有时候，妈妈
很烦躁，我就把《洛阳晚报》递给她，
或者陪她一起看，她就会像被催眠了
一样安静下来，聚精会神地看报纸，
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事，会笑得很开
心，还要跟人说道说道。”

“妈妈最喜欢《咱爸咱妈》版，对
里面的活动很感兴趣，特意让我陪着
她去报社办了咱爸咱妈老友聚乐部
的会员证，参加了几次活动，还免费
品尝了一次涮羊肉。看到妈妈那么
开心，我也觉得很幸福。”于辉脸上洋
溢着笑，接着说，“《洛阳晚报》办得真
好！谢谢！谢谢！”

□记者 何奕儒 文/图

《洛阳晚报》
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洛阳晚报》
是我家的“指南针”

□记者 闫卫利 通讯员 刘彩琴

“如果我有机会见到《倾诉》栏目的记者闫卫利，一定要问她，你
讲的故事都是真的吗？”云泽（化名）笑言，他年过六旬，订《洛阳晚报》
已有二十多年，是《倾诉》栏目（以前叫《情聊》）的铁杆粉丝。他喜欢

《倾诉》，不是因为故事中的矛盾，而是因为他能从中品读人性，找到
正确的人生轨迹。

《倾诉》——无声的教科书

在文章开始前，“小棉袄”先回答云
泽的疑问，虽然《倾诉》栏目讲的很多故
事充满离奇色彩，但它们都是发生在我
们身边的真人真事，都是记者与当事人
面对面沟通后写出来的！

“有人看《倾诉》只是为了看故事，
而我是想从故事中那些纠结甚至略显
变态的人物身上找到人性的弱点，从而
反思自我，更好地把握人生的方向。”云
泽说，他不仅自己读《倾诉》，还把精彩
的版面做成剪报，给家人和朋友看。

云泽也喜欢看调解类的电视节
目，曾有人质疑他：“你看这些是为了
满足好奇心吗？”他摇摇头：“看这些是
为了了解前车之鉴，避免自己和家人
犯同样的错误。”云泽把《倾诉》称为

“无声的教科书”。

“小棉袄”与云泽见面时，他拿出自
己珍藏的三张刊发了《倾诉》文章的《洛
阳晚报》。“这三个故事都是我喜欢的，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儿和养
父产生了爱情，最后以悲剧收尾。”云泽
说，“乍一看，这是一个超出人伦底线的
故事，有些人看完了只觉得新鲜，但你
有没有想过，这个女人为什么会遭此不
幸？是缘于家庭的矛盾，还是缘于内心
的扭曲？”

每一篇《倾诉》栏目的文章，云泽
都会看很多遍，然后把心得体会写在
文章下面的空白处。“我把这张报纸送
给朋友看时，也把自己的思想和意见
送了出去。”他说，有时候朋友也会在
后面加上自己的评语，再把报纸传递
下去……

因为《倾诉》，他成了“故事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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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闫卫利 通讯员 刘彩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