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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济宁日报》是在2016
年的春节，记得那年冬天的寒气
还没有退去，一位师友发来的信
息说，你既然如此关注地域文
化，何不给当地的报刊投篇稿件
试试，说不准还有机会登报呢？

师友的点拨，让我既兴奋又
紧张，我自小喜欢写一些不着边
际的东西，但从未想过投稿，何
况是投给地市级党报呢。这位
师友回复说：“不去尝试，怎知结
果！”反反复复看着短短的回复，
我在想，尝试投稿和保持一颗学
习的心同样重要。

就这样，我给《济宁日报·文
化周末》投去了第一篇稿件《熟
读<论语>，感悟儒家文化精髓》，
没过几天就收到了回复，很快发
表出来，也收获了很多朋友的祝
贺。

随后的时光里，我又相继在
《文化周末》发表了《财神阁街上
的大宅门——吕家宅院》《老济
宁的记忆：托板热豆腐》《“低头
族”该 知 道 的 事》等稿件，并于
2017 年的 5 月 20 日参加了由
《文化周末》举办的《济宁日报·
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作者见
面会。这套书分为“博雅”“风
行”两卷，收录了2016年度《文化
周末》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其
中就有我的文章。

那次见面会，是北京和上海
作者先后倡议的。我在会上见

到了来自各地的专家和学者，既有80多岁高龄的老作者，
也有农村基层的农民作者。大家欢聚一堂，畅谈了读报和
写作的感想。这部阅读精选，也像《文化周末》这份周刊一
样，有着许多传奇色彩的故事。

主编成岳在与“雪龙号”中国科学考察船二副邢豪见面
时，曾以《济宁日报·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相赠。邢豪
非常喜欢这套书，当即说要把它带上雪龙号，完成南极和北
极之旅。两人分别后，邢豪由济宁机场飞抵上海，再由那里
登上雪龙号，开始南极和北极之行。最终，这套《济宁日报·
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保存在了南极的中国科学考察长
城站。

邢豪还在航程中时，中央电视台《越战越勇》栏目组读
到了《文化周末》“独家报道”栏目的《“雪龙号”二副的极地
故事》，随即致电成岳，希望通过《文化周末》与邢豪取得联
系，邀请他作为节目嘉宾。

我虽然很喜欢这套书，但我听说济宁市图书馆常年
征集珍贵典籍，所以，在我参加见面会之后，就把《济宁日
报·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送到了图书馆，捐赠给特藏
部。

知识、能力的积累源自学习，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阅
读，而阅读就离不开图书馆。把我收到的好书送到图书馆
珍藏，能为更多阅读者尽一份绵薄之力，也是我的回报。

今年恰逢《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回望我与《济宁日
报》的相遇相识，短短的几年中，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也
收获了许多真谛，更让我结识了很多的文朋诗友。

我想说，我不会忘了来时的路，我在这里衷心祝福《济
宁日报》越办越好，一路陪伴读者温暖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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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一份精神寄托，尤其是身在低
谷或茫然的时候，顺着心中的这份寄托，总能
够找到人生的出口抑或光明大道。

翻越时光的围栏，不经意间又回到了那些
读报逐梦的日子。那时我还是一名保安队员，
还曾暗自挣扎。

2016年6月，我丢了市里的工作，没了渴
盼的爱情，从济宁市区回到微山县城，回到了
初入社会的原点。我像无头的苍蝇，四处乱
撞，四处碰壁。后来，亲人帮忙找了一份保安
工作，勉强维持生计。

我的择业预想中，从来就没有保安这个岗
位。但在纠结、苦闷中，还是选择了这份工作。

我当时每月有10个班，每个班要上24小
时。夜班分成上半夜和下半夜，由两人轮流值
守。上半夜无聊，下半夜难熬。上半夜一般从
22点到凌晨2点，夜晚值守以定时巡逻巡查为
主，闲暇之余就想找点事做。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保卫室里存放着
各类报纸，兴趣使然，很快找到了《济宁日报》，
找到了《文化周末》。它好像有上百个栏目，我
找到了夜晚的精神寄托和情感依附。

一份报纸，我习惯从头读到尾，领略春夏
秋冬，品味喜怒哀乐。曾有相当一段时间，《文
化周末》的《光圈》版块，每期都有主题征稿活
动，同样的主题，不同的文采，叫人越读越有兴
趣，越品越有味道。读到情绪高涨时，倦意退
去，困意全无，读报的乐子莫过于此吧。

读报读多了，禁不住提起笔来，就渴望着
投稿，何况好写的习惯已慢慢养成，我开始给
《文化周末》投稿。追随主题找灵感，遵循内心
写篇章，从回忆写到眼前，从生活写到工作，一
写精神抖擞，一写不可收拾。在此，要万分感
激成岳主编，是他给予了我关心关注，是他的
点拨助燃了我内心的文学之火。

2018年7月6日，散文《我的数学时代》在
《文化周末》发表。此文定格了我的学生时代，
定格了对数学的情有独钟；2019年6月28日，
散文《每年我高考》在毕业季发表，此文留下了
我当年的心之所向，留下了我多年的心有不
甘；2020年9月13日，散文《南阳人的连家船》
在乡愁升腾中发表，延续了绵绵的乡情，激发
了滚烫的挚爱……那段供稿的日子，是我无比
幸福的日子，甜蜜滋养了我的保安生活，其光
芒照亮了我的身残志坚之路。

读报，让我一次次积累下勇气，一点点重
拾起信心，从县作家协会走到了省作家协会，
一步步迈进了文学的朋友圈；逐梦，让我一次
次汲取到能量，一点点拼凑起了希望。从发表

“豆腐块”，到出版作品集，一步步寻到了人生
的花开时节。

读报逐梦，文字刻画了梦，梦又转录成了
文字，我要把这样交织、交融的美好生活进行
到底！

读报逐梦
济宁市微山县公安局 马加强

1997年7月，我告别了我钟爱的《济宁日报》发行员、
通讯员行当，去了鱼台恒大法律服务所从事法律服务工
作。但我和《济宁日报》在一起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
新。

上初中的时候，我爱上了新闻写作，起初是写“小豆腐
块”，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后来写的新闻稿连续在《济宁
日报》发表。每当有新的稿件连夜写出后，第二天都要骑
上自行车，往返200多公里，前往济宁日报社送给编辑老
师指正。

长期来往中，我认识了济宁日报社的陈柳德老师。那
时的济宁日报社，还在济宁市区的马驿桥街，后来搬到了
红星东路。陈老师不厌其烦地教我怎么修改新闻稿，给了
我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记得有一年，正值防汛的关键时期，有个村子因为村
民长期挖土垫宅基地，200多米的河堤受损，随时可能导
致险情。我写了一篇《防汛任务急，有人竟然挖河堤》的稿
件，《济宁日报》很快发表。县政府领导十分重视，连夜召
开会议，乡政府也准备车辆连夜加固河堤，避免了河水倒
灌的发生。

陈楼乡政府为了方便农民群众，曾安排农用飞机喷洒
农药，我写了新闻稿，也很快发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果。我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专职新闻报道员，在乡镇
一干就是10年。

后来，《济宁日报》自办发行，我有幸成为一名发行
员。每天往返19个行政村投递报纸，连年被评为全县

“《济宁日报》优秀发行员”和济宁日报社优秀发行员、模范
通讯员，我们乡连年被授予“《济宁日报》百人1份乡镇”光
荣称号，我个人连年被市委宣传部、县委宣传部评为先进
个人或受到嘉奖。

我尝到了新闻写作和投递报纸的苦与乐，每天骑自行
车奔波于乡村公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那时候，乡
村之间还没有柏油路，骑车异常艰难。每天还要去接发行
车，分发、投送报纸。

现在好了，全县早已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发行员也配
上了电车，再也不用骑自行车送报纸了。

我也该退休了，业余时间写点回忆录，把美好的往事
都记录下来，让子孙后代一起分享吧。

我是曾经的“两大员”
济宁市鱼台县恒大法律服务所 王效贤

每有稿件在《济宁日报》发表，总会有人问：“你
在报社一定有熟人吧？”看到我摇头，对方便会惊奇，

“别逗了，这年头没关系能见报？”
开始，我总要解释一番。久了，我就不再解释，

也无法解释。因为他们压根就不会相信：没有熟人，
怎么可能经常在《济宁日报》上发表稿件呢？没有熟
人，怎么能年年在《济宁日报》优秀通讯员评选中榜
上有名呢？

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在《济宁日报》不仅
没有熟人，而且当时连报社的编辑也从未见过，但这
并未影响我的稿件见报。

说起来那是在1999年，我从部队转业后，到当
地政府部门办理有关交接手续，偶尔在办公室里发
现了一份《济宁日报》，只翻了两遍，就爱上了她。于
是，在家待业的一年当中，给《济宁日报》写了许多稿
件。

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电子信箱和网络，稿子写在
草稿纸上，修改后再工工整整地抄写在印有方格的
稿纸上。然后，再到邮局，把稿件装在信封里，贴上
邮票，按地址寄出去。

如果稿件质量好，编辑修改、加工后，用不了几
天就会见报。在家待业的那一年，《济宁日报》刊登
了我写的十几篇“豆腐块”。只可惜，这些负责修改
稿件的编辑是谁，我至今也不知晓。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到市区办事，脑子一
热，突然想去《济宁日报》社，就按报纸底角的地址
拐到了红星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进报社的大
门，既忐忑还激动。说实话，当时真想找个编辑聊

聊，可惜，报社的同志我都不认识，甚至连一个编
辑的名字也叫不出，找谁聊呢？看着一个个来来
去去不停忙碌的身影，最后只好遗憾地离开了报
社。

那年6月，我写的一篇现场小新闻《田间问计》刊
登在《济宁日报》显著位置，并且加了边框。没几天，
我收到新闻编辑部寄来的样报和一封信。来信说了
许多鼓励的话，并邀我到编辑部看看。无形之中，我
也算“认识”了《济宁日报》的编辑。

此后，我经常收到报社编辑寄来的信函和样报，
除了热情的鼓励，还有热心的指点，邀我可以常到报
社坐坐。可我除了回信，却很少萌生去报社的念
头。一是因为路程偏远，二是我一回想起编辑部那
拥挤的办公桌和编辑们紧张忙碌的身影，我就犹豫：
像我这样的基层作者何止百千，都常去编辑部聊聊
看看，编辑们能招架得了吗？

我身在乡镇，常写一些基层新闻。记得是去年
初，《济宁日报》总编室从邮箱里给我发来一封回
函。出于职业的习惯，信函的一开始就对我说了许
多客气话，并且详细讲解了报纸版面的特色和栏目
的用稿要求，最后的一句话充满诚挚：“欢迎您经常
给我们的栏目投稿。”

我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心里默默答
应了。可遗憾的是，至今我的诺言也未能兑现。因
为水平是有限的，撰写的稿件质量又不高，我总觉得
自己写不好适合版面和栏目刊用的文章，而我又实
在不愿把自己都不中意的文章寄出去。

编辑同志，你们能谅解我吗？

收获中我的一次遗憾
济宁市任城区唐口街道办事处 周广慧

人生易老，岁月无情，每个人都被
光阴推着在走。也有不走寻常路者，
回头一看，居然把年龄给走丢了。像
特立独行的黄永玉，50岁考驾照，70
岁跑去意大利写生，80岁给时尚杂志
当封面模特，93岁开着红色法拉利去
飙车。老夫聊发少年狂，心若年轻花
自开，在追梦的道路上，年龄从来都
不是问题。

问题是，年龄就像树木一样，不
管锯不锯开看，年轮都一圈一圈摆在
那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会慢慢
变白，牙齿会慢慢变松，皱纹会慢慢
变深，无论是谁，都不可避免地会慢
慢变老，直到哪儿也去不了。越活越
年轻，只是溢美之词，即便洒脱如黄
永玉，也不可能返老还童，心理年龄
永远代替不了生理年龄。很多时候，

“不服老”并不等于“不认老”，过一
年，大一岁，永远都是客观事实，谁也
抵抗不了。

什么年龄，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认知，以及基本
的生存法则。但不知从何时起，也不
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些人开始模糊
年龄界限，以致老人不像老人，小孩
不像小孩。拿现在的一些短视频来
说，年轻人不再是唯一的主角，不少
老大爷也闪亮登场了，只是看了之后
让人五味杂陈。比如，一个老大爷在
医院打点滴，趁护士扎针之际，都不
忘伸出咸猪手；再比如，另一个老大
爷在如织的人流中，故意用身体蹭来
往的女士。这些都是典型的无德行
为，甚至涉嫌触犯了法律。

长幼有序，老少有别，不同的年
龄，就该专注不同的事。按理说，童
年应是无忧无虑的，少年应是朝气蓬
勃的，青年应是血气方刚的，壮年应是奋力打拼的，老年应是
颐养天年的。可现实情况不尽相同，明明是乳臭未干的黄口
小儿，说起话来拿腔拿调，要多油腻有多油腻。明明是身强
力壮的大小伙，却心安理得地居家“啃老”；好不容易找了份
工作，又幻想靠着庸庸碌碌来实现“心想事成”。至于那些频
频被曝光的“霸座男”“撒泼女”，也已成为践踏道德、法律底
线的不良记录。这些虽然只是“个例”，却都是善良、正直的
人们不希望看到的。

对外人来讲，年龄可以是隐私；但于己而言，不仅要记住
年龄，还要敬畏年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年龄，从来不只是一个枯燥的数字，里面还有说不尽的责任
与担当。

一岁年龄一岁心，有怎样的年龄，就该匹配怎样的心境，
就该匹配怎样的活法，就该匹配怎样的作为。最近有则新
闻，一个老大爷开着代步车逆行，把整个大桥堵了个水泄不
通，行人乃至交警一时也无可奈何。

尊老、爱老、敬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世事也难得一成
不变、千篇一律。尊老，何以尊无德之老；爱幼，何以爱无教
之幼。所谓的重阳节、儿童节、青年节、妇女节，除了有庆祝
与纪念之情，谁说没有警示之意呢！

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该珍惜的年龄，虽然天无绝人
之路，但过了这个村，有时还真没这个店了。像三十而立也
好，三十而已也罢，都改变不了 30岁这道人生的重大门
槛。人到三十，可以有孩童的天真烂漫，却不可有身穿尿不
湿的招摇。正因如此，那些心态甚于年龄的观念，也要辩证
思维、公正评判。其实是在为怒己不争找个台阶下，只是有
些人不明就理，跟着跑偏了节奏。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配
速可以自主把控，就怕跑错了道，还洋洋自得，误了自己又
伤了旁人。 ■苗青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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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物富人丰、流行多变的生活场景中，无论是整洁
的仪表，还是优雅的谈吐；无论是自觉的排队，还是礼让他人
的谦和；无论是孩子友好的微笑，还是长者的点头致谢……
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城市文明的日新月异。而令我难以忘
怀的，是一位轮椅老人，他用自己的微爱善举，点缀了城市文
明的光亮。

暑假里我去济宁市图书馆看书，进了大厅顺着人流走向
入口处。我的前面是一位坐轮椅的老人，他按着轮椅电钮缓
慢前行，我跟随着轮椅老人前移。忽然发现，轮椅老人左转
离开队伍，向旁边移动。

我很纳闷，他为什么快进入等待已久的门口时，又要离
开呢？莫非他改变主意了？或者身体有所不适？正当很多
人和我一样疑惑不解时，只见轮椅老人左手攥紧扶手，慢慢
侧弯下腰，用右手捡起地上一张废纸片，又伸出胳膊，将废纸
片放进了垃圾桶里。

队伍中有人隐约低语：“他坐着轮椅，就影响大家的入馆
速度了，还捡垃圾去？”也有人搓手顿脚，也有的人“唉……”
这时，我也不耐烦地后退两步，给轮椅老人回到原位让路。
可是，接下来的情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竟然按动着轮
椅，又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我望着图书馆大厅墙上“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醒目标
语，顿时感到自己的脸颊一阵阵发烫，整个队伍瞬间也仿佛
凝固了一般。我不由得跨出一步，向轮椅老人招手，示意他
可以回到我的前面。他却指了指轮椅，又向我摆摆手。

我忽然间明白了，这位轮椅老人不仅把便利留给了他
人，还用自己的善行义举，维护了公共场所的美丽与和谐，自
己却选择了重新排队。我转身微笑着，送给轮椅老人一个爱
心手势，队伍中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向老人竖起大拇指——感
谢一位把爱心留给大家的轮椅老人。

轮椅老人点亮的爱心
闫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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