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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济宁日报》结缘，已有40余载。1983
年《济宁日报》复刊，我恰好在这一年走上工作岗
位。40多年来，《济宁日报》伴我成长、伴我成熟，
见证了我人生的风风雨雨。

不谦虚地说，我是个“报痴”，对于纸墨香，似
乎有种与生俱来的喜爱。娘曾说过，我百天那天，
面对花里胡哨、杂七杂八的物件，伸手便把报纸抓
在手中，挥来挥去，咯咯笑着，再也不肯放手。这
似乎注定了我一生与纸墨有缘。

1983年，大学毕业的我回到母校做了一名语
文老师。这一年，《济宁日报》复刊，成为我关注的
对象。恰巧学校教研组里就有一份，读起来非常
方便，看到好文章，我还会向学生推荐。

我一直都有投稿的想法，但这个想法直至
2012年才付诸行动。那一年的母亲节，我想母
亲了。母亲辛苦劳作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在
几年前的一个母亲节永远离开了我们。于是，一
篇写给母亲的散文《那个母亲节》一挥而就，我还
发到《济宁日报》电子邮箱里。没过几天，这篇文
章发表在《济宁日报·文化周末》。这是我在《济
宁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对《济宁日报》的
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此后，《书缘——书香是生
命永恒的香味》《远去的背影——怀念姜葆夫老
师》等文章也相继发表。

最让我感动的是2024年9月份，我加入了济
宁晚报·悦享银龄读书会，真切感受到浓浓的阅读
和写作氛围。我的习作《我爱红枣》一文还刊发在
当年10月16日的《济宁晚报》上。次月的19日，
我有幸参加了悦享银龄读书会第5期暨秋季征文
颁奖活动，不仅拿到飘着油墨香的《济宁晚报》样
报，还拿到了作品的获奖证书，顿觉“醉了”。

我爱这浓浓的纸墨香，直到永远。

说起我和报纸的缘分，要回溯到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教师的父亲给我
们姐弟几个订了一份《少年报》，那是我第一次接
触到报纸。

第二次接触报纸，是2003年时与《兖矿新闻
报》的相遇。在上面发表了一首诗歌后，我激动地
眼泪都掉了下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放下手中
的书和笔，正式开启了诗歌和随笔创作之路。

去年三月，我在济宁老年大学写作班学习，
偶然接触到了《济宁晚报》。从七月份开始，晚报
组织开展的每月一期的悦享银龄读书会，让众多
文学和阅读爱好者欢聚一堂，大家一起听讲座、
谈心得、交流创作经验，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过去，人们的观念是退休以后就在家颐享天
年，每天与锅碗瓢盆和追剧打交道，但长此以往，
不仅会与社会脱钩，与子女也会产生隔阂。因为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不学习、不积极融入社会，很
快就会被社会淘汰。《济宁晚报》的内容丰富，知
识性、实用性、可读性、参考性都很强，是非常值得
订阅的一份报纸。元旦前看到晚报发布的征订信
息后，我第一时间订阅了2025年度的《济宁晚
报》。在通过读报提高生活品质的同时，还能参加
线下读书活动、各种主题征文，真是太棒了！

喜爱文学，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坚
持的事了。一路走来，也曾有“豆腐块”见
诸报端，也有散文随笔发表于网络自媒体，
但终归是“小打小闹”，真正与报纸结缘并
发表作品，还当属结缘《济宁晚报》之后。

初次邂逅《济宁晚报》是在2023年。
那简洁而醒目的报头吸引了我，那唯美的
文学作品打动了我。“百姓写手”“春秋文
化”“济宁老年”等版面上的文学作品，都是
我的最爱，那些优美的散文、动人的诗歌，
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扇通往不同心灵世界
的窗户。我一下子爱上了《济宁晚报》。元
旦前夕，《济宁晚报》的征订工作开始后，我
毫不犹豫地订了全年的报纸，感受阅读报
纸带来的美妙。

《济宁晚报》是家乡的纸质媒体，内容
丰富多样，栏目设计新颖，本地新闻版面让
我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家乡济宁的大小事：
城市建设的新进展、文化活动的热闹场面、
民生政策的温暖关怀，每一则消息都与我
生活的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读来倍感亲
切。《济宁晚报》，让我汲取了营养，找回了
自信和久违的心灵悸动，那份喜不自禁的
心情无以言表，甚至一整天工作起来都格
外带劲。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与《济宁
晚报》的这份缘分还将延续，激励我更加淡
定从容地与文字相守，见证我和济宁这座
城市共同成长的每一个瞬间。

小时候，我对报纸最初的印象，要么是糊
在墙上的“装饰”，要么是母亲用来做鞋、衣服
及绣花样的样子。我没问过报纸的来历，大
概是父亲从学校拿的吧，他在村办学校里教
书，而学校里是有报纸的。

正式读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专毕业
后开始。当时，临街有单位开的报纸杂志门
市部，我同屋的小霞就在门市部从事销售工
作。休息时，我经常光顾门市部，翻看里面的
杂志报纸。

成家后，老公常买的报纸是《齐鲁晚报》，
新闻新、信息量大，和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不
少。后来，手机能上网了，我就开始看订阅的
手机报。想看啥新闻，也可以搜索或关注感
兴趣的公众号，快捷而方便。慢慢地，我和纸
质的报纸渐行渐远。

退休后，因和《济宁晚报》结缘，我重新开
始看报。除了从报纸上看各种文章，增长见
识外，晚报开展的线下读书会和各种主题的
征文活动，也吸引着我积极参加，给我的生活
增加了不少色彩。

1996年，我刚到古路口中学任教没多
久，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读报就成了了解世
界的唯一信息来源。

当时，学校订了一份《中国教育报》，放在
校长室里。为此，我常常敲开老校长的门借
阅报纸，如饥似渴地阅读，汲取有用的知识和
信息，摘抄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由于常常翻阅，故而我对报纸语言风格、
用稿要求比较了解。2001年12月16日，我
的文章《浅谈近视眼成因及防治措施》被登在
《中国教育报》上，在晋升职称时帮了大忙。

社会日益发展，高科技日新月异。现在，
电脑和手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似乎所有的
报纸都有了电子版，阅读起来更方便快捷
了。但我，现在依然每年订阅一份《中国教育
报》。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缘《济宁晚
报》。作品《一朵白莲》在“情满四季·盛夏”征
文中获二等奖！我在欣喜和雀跃的同时不禁
感慨，自从结缘《济宁晚报》，我受益匪浅。虽
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去现场参加活动的机会
不多，但一直关注悦享银龄读书会微信群里
的信息。在微信群里，我每天都能汲取精神
营养，滋养自己的内心，丰富自己的内涵，这
让我感觉很充实。

感谢《中国教育报》，二十八年来，一直陪
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日子。感谢
《济宁晚报》把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激发了
我写作的热情，提高了自己写作的水平。

感恩有你。

说起我与《济宁晚报》的缘分，从她创刊
时就结上了。之后一直割不断，“感情”愈来
愈深。

每当新的一期《济宁晚报》到来，我都急
不可耐地阅读一番。版面鲜活、内容丰富，使
我将阅读变成了“悦读”——在轻松中享受着
快乐。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精神食粮。读着
其中的一些美文，遇见从未知晓的趣事儿，那
种感觉真比喝一碗美酒都爽心惬意。

我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读报时，对感
觉比较精彩的版面，或有纪念意义的、或比较
重要的资料乃至耐看的图片等，总是舍不得
扔掉，久而久之，这些变成了我的收藏品。

不仅仅是“悦读”和收藏报刊，我还喜欢
投稿。就《济宁晚报》而言，在近些年我为之
所投的稿件中，最值得高兴和难以忘怀的
是：2018年9月28日，我发表了文章《从满
目疮痍到青山绿水》；同年10月26日，在“大
运河征文”栏目发表了《大洋桥上有故事》；
2024 年 10 月 21 日，发表了诗歌《秋在哪
儿》，这篇作品还让我在11月19日举行的悦
享银龄读书会第5期暨秋季征文颁奖活动
上，拿到了一本获奖证书。

每每想到这些，我心中就充满快乐。

我和报纸的缘分
李雪影（邹城）

我与《济宁晚报》
李瑞华（梁山）

去而复返
蔡月萍（太白湖新区）

纸墨年轮
高新刚（曲阜）

悦读着收藏着快乐着
张庆余（嘉祥）

与报纸结缘
杜少华（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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