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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A16

最好的生日礼物 ◎韦鹏翔

有晚报可读的日子 ◎李国民

我第一次在《洛阳晚报》上发表文章的情

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2012年6月28日的上午，我刚到单

位，一位文友告诉我，我的文章《儿子刮胡子》在

晚报《百姓写手》版发表了！我非常兴奋，这是

我的文章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并且还是在《洛

阳晚报》这样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很快，同事们

也都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向我道喜。

回到家里，我喜滋滋地将这个好消息分享

给妻儿。想到隔天正是我的生日，我将大儿子

拉到身边，奖励了他5元钱，高兴地说：“因为写

你刮胡子，爸爸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谢谢

你！”

那年，大儿子14岁，上初三。现在，大儿子已

经研究生毕业参加了工作，小儿子也上了大学。

今年9月11日，我写小儿子考上中科大的文章

《两枚奖章》在《洛阳晚报》上发表，我开心地说，

儿子们给我争光了！我见报的第一篇文章写的

是大儿子，现在写小儿子的文章又见报了，《洛

阳晚报》是孩子们一路成长最好的见证啊！

自从第一篇文章在《洛阳晚报》上发表

后，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十几年来，我

一直坚持写作，在《洛阳日报》《洛阳晚报》

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百余篇。作为写

作路上的“领路人”，晚报早已成为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一直与我相知相

伴，让我受益匪浅。

（作者系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倏忽间，《洛阳晚报》即将走过三十年。如

果把它比作一条河流的话，三十年的河流说长

不长，说短也不短，而与它共度的人生能有几个

三十年呢？

《洛阳晚报》与我相伴三十年，是我追逐文

学梦的“领路人”和“同行者”。从晚报1994年

创刊至今，三十年来，晚报历任副刊编辑选编了

我多篇散文、小小说、故事。记得那一年文友们

相约到孟津平乐采风，一位晚报的热心读者之

前常在晚报副刊上看到我们的名字，这次见到

了“真人”很是惊喜，一个劲儿地追问：你们哪有

那么多的故事和写作素材呢？能不能把秘诀告

诉我，我也想在晚报上“露露脸”！

其实，写文章哪有什么秘诀呀。我们大多

数人都是从喜欢读《洛阳晚报》、认真学习他人

文章，到有感而发执笔操练，一步步走上了文学

的道路，有的作者还成了有所成就的作家。《洛

阳晚报》副刊就是大家文学梦想的出发地，我们

在这里成长、翱翔……一位位副刊编辑，用心把

文友们共同浇灌的“菜园子”经营成一个精致

的文学“百花园”，也为洛阳的文学发展储备了

人才。

记得晚报副刊“百姓写手群”的作者曾凑资

出了一本集子，收录了大家在晚报《百姓写手》

刊发的文章，一个叫作“鱼”的作者，带着这本书

走遍了洛阳的各个县区，求得作者们的签名，书

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他很是满足。

在这三十年里，《洛阳晚报》不断根据时势

调整办报方针和内容结构，亲近读者、亲近百

姓，富有烟火气。我泛舟这条河流，也完成了自

己的蜕变，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多篇短篇

小说、散文随笔。余生，我将一如既往，与晚报

共度岁月之河。

（作者系涧西区天四社区居民）

我家在邯郸，爱人的老家在洛阳嵩

县白云山下。每年陪爱人从邯郸回嵩县

探亲，我都会到洛阳火车站对面的报亭

买几份《洛阳晚报》，和《洛阳晚报》结下

了20年的深厚情谊。

我喜欢文学，爱好写作，特别爱看报

纸副刊。记得第一次看到《洛阳晚报》是在

2003年冬，我们一家三口回嵩县白云山

过春节时。在洛阳火车站候车室里，三岁

的女儿嚷着要吃烙馍，我便出去给她买。

我买到烙馍，返回时经过洛阳火车

站对面的报亭，一眼看到了《洛阳晚报》，

就走上前津津有味地翻看起来，然后买

了几份返回候车室。媳妇埋怨我：“去了

这么久，火车都快开了。你买的烙馍

呢？”我一拍大腿说：“不好，烙馍忘在报

亭了！”说完扭身撒腿就跑，等我把烙馍

拿回来，馍早已凉透，媳妇瞪着我，我自

知理亏，一声不吭，心里却为买到那几份

报纸窃喜。

自从那次读过《洛阳晚报》，我便喜

欢上了它。回到邯郸后，我每天在网上

看晚报电子版，还加入了晚报副刊“以文

会友”群，和文友们聊文学、谈写作。后

来，我在嵩县白云山下经营了一家农家

客栈，每次来洛阳，我都要到那座报亭买

几份晚报带回客栈。买的次数多了，我

和报亭的女老板熟了，得知她姓余，我就

叫她余姐。她五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留

着短发，脸颊黑红，说一口纯正的洛阳

话。见到我，她总是很热情地把最新的

晚报摆在我的面前，说看吧，随便看。

去年秋天，我到洛阳后又去那个报

亭，可是它已经不见了，它是搬到别处了

吗？我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心里空

落落的。我想念热情的余姐，留恋站在

报亭旁翻看晚报的时光，更珍惜晚报陪

我走过的20年美好岁月！

（作者系河北邯郸人，现在嵩县生活）

共度 ◎庄学

想念那个报亭
◎李建军

记 录 老 百 姓 自 己 的 生 活

征稿启事
再过个把月，洛阳晚报就满三十周

岁啦！三十年，晚报与您相伴相随，心意
相通，携手走过了一次次日升日落，共
同经历了一个个难忘时刻。三十年，您
和晚报有哪些难忘的故事？您对晚报有
哪些想说的心里话？不论是难忘的回
忆、深藏的期许还是美好的祝福，都欢
迎您通过文字告诉我们。此后岁月，愿
我们仍相依相携，心怀温暖，努力前行，
记录美好。投稿请注明“晚报三十年”。

投稿邮箱：
wanbaoxieshou618@163.com

我爱晚报，它是一份温暖有爱的报纸，那些

有晚报可读的日子有滋有味。

我是《洛阳晚报》多年的老朋友、忠诚的读

者，每日读报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

哪天无报可读，我就干啥都打不起精神；拿起晚

报，我就像走进了一座百花园，顿时心旷神怡。

记得疫情期间，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被打乱，

我们一家人宅在钢筋水泥的房子中，整日坐立

不安，心情焦躁，生活单调而乏味。那时，越是

无聊，越是想念晚报，想念有报可读的日子：一

边品茶，一边读报，感情随着文章跌宕起伏，一

会儿兴奋，一会儿低落，一会儿深思，一会儿欢

呼，悠哉，乐哉！

那时，因为每天不能及时看到晚报，我动不动

就想发脾气。大女儿知道后，通过网络加订了两份

晚报，就这样，我家和女儿家各有一份，我们经营

的店铺再放一份，哪份报纸先到，我就先看哪份。

拿到晚报后，我高声喊来小外孙，把《教育

周刊》给他，让他学学如何写好作文，我则

急忙打开《百姓写手》版，一睹为快……

一份报纸，从采写、编辑，到印刷、投递……

是一位位编辑、记者的心血凝结，蕴含着读者们

的热切期许，“咱家的报”来之不易，应格外珍惜。

后来，日子回到了正轨，每天吃完早饭，我

会一边在门口散步，一边等着投递员来送报，接

到晚报的那一刻，一天的美好时光就开始了。

三十年，我由一个毛头小伙成了双鬓染霜

的老翁，但对晚报的感情与日俱增，它不仅是我

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大餐”，更是我形影不离

的良师益友！

有晚报可读的日子，踏实、温暖、幸福、快乐，

有晚报可读的日子，生活精彩而充实！祝晚报三

十岁生日快乐，“一握晚报手，一生做师友”！

（作者系孟津区白鹤镇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