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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着感恩的心，想写下
这段文字，然而，笔尖未
动，却早已热泪盈眶。
  我是昌乐县宝城街道
马家河子村的一个普通农
民，两年前，我4岁的女
儿诺诺因为连续低烧，辗
转各地医院，最后确诊为
尿毒症，我们全家感觉天
一下就塌了！医生说最好的
治疗方法就是尽快给孩子进
行肾移植手术。可是巨额的费
用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面对女
儿越来越严重的病情，我们手足无
措，就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有人提议

我向《潍坊晚报》求助。
  当时，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打了《潍坊晚报》的电话，电话
中，工作人员耐心记录，热情的话语让我心里特别温暖。后来，
《潍坊晚报》的一位记者对我女儿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
次跟踪报道，给我的孩子争取了更多的救命机会，不仅如此，
《潍坊晚报》的三位记者每人还给女儿捐了200元钱……
  《潍坊晚报》报道了诺诺的事情后，有的好心人在电话中询
问女儿的病情，鼓励我们，让我增强了信心；还有的拿着《潍坊
晚报》找到我，给女儿捐款；还有多位好心人加了我的微信，给
我转账；我们当地的一家爱心企业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
仅为女儿捐款10万元，一位员工还在抖音平台上开直播，呼吁粉
丝们为女儿捐款；民政部门也向女儿伸出了援助之手。社会各界
好心人的爱纷纷涌向我们，为女儿捐款30多万元。女儿真的非常
幸运，在大家的帮助下，2021年12月23日在上海成功进行了肾移
植手术。现在，女儿恢复得比较好，每天很开心，是《潍坊晚
报》改变了女儿的一生，让她能开心、幸福地生活。
  千言万语道不尽我的感激之情，感谢《潍坊晚报》，感谢记
者们，祝愿贵报越办越好，祝愿天下的好人一生平安！
  何来臻口述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梅 整理

  我的手头一直保存着一份13年前的《潍坊晚报》。2010年2
月3日，晚报头版登出大幅彩照，题目是《电脑“下乡”》，画
面是在一处老旧但温馨的房子里，祖孙两人在研究电脑，浏览
新闻。
  画面中的祖孙俩是我的父亲和儿子，是我下班回家在父亲居
住的老屋里随机拍摄的一张图片。拍下后感觉不错，就用QQ发
给了我的朋友、晚报摄影记者李艳红。因为李老师多次来我们乡
镇采访，指导我摄影，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本是想跟李老师
交流摄影技术，没想到很快收到了李老师回信：“图片不错，赶
紧写一下文字说明。”尤记得当时我跟李老师说了句：“要在报
纸上用啊？早知道能用，我让儿子梳梳头发啊。要不我再让爷俩
摆拍一下？”李老师回复：“别，这张就很真实自然，我们晚报
就需要这种真实的图片。”
  第二天，照片登上了晚报头版，这是我做了几十年乡镇通讯
员没有想到的。当时不止我惊讶，上大学的儿子也惊讶，年近八
旬的老爷子那个年过得特开心，以至于年后亲朋来访也多了个话
题。大家都说：“《潍坊晚报》真好，我们喜欢看。”
  从那以后，我更爱《潍坊晚报》了，总想把自己了解的大事
小事身边事，喜事乐事开心事，新事奇事烦恼事通过晚报跟大家
说说。有一年，家乡有位小姑娘突发重病，家中困难，急需帮
助。了解情况后，我给晚报写了一篇消
息，很快晚报发出了名为《坚强敬
敬，病重仍惦记着功课》的报
道。消息发出后，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报社记者刘晓梅老
师更是与我联系，希望救助
工作能够开展下去，报社
将为此进行追踪报道。此
后，我与朋友们先后五次
为女孩组织捐款，先后募
得善款10.7万元，有力地
帮助了女孩与病魔抗争。
后来，我们以此为基础创
建了公益协会，坚持常年
开展扶危济困工作，为家乡
带来了一股社会新风。
  我为自己是《潍坊晚报》通
讯员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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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和儿子曾登上晚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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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潍 坊 晚 报 》 新 闻
“110”创办于2001年，早
已形成了品牌栏目。在潍
坊，市民不只知道公安
110，说起晚报110，一样
笑眯眯地竖起大拇指。
  我 喜 欢 《 潍 坊 晚
报》，一份报纸，大事小
事都知道，尤其是文学副

刊，诗歌文章生动又贴近生
活，一直是我的精神食粮。开

始时，我对新闻“110”栏目并
不怎么在意，觉得一张报纸解决问

题能有多大力度？
  200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走在东方路

上，过了福寿东街往南步行。一辆越野车开进辅道要到一个门头
前面停车，可刚刚上去，忽然一声响，车子陷了下去。路人惊讶
地喊，那驾驶员反应过来，拉开车门跳了下来。再看那车，屁股
陷进去了一半，车头翘着，驾驶员呆呆地看着，慌乱中一时不知
所措。
  我忽然想起晚报新闻“110”，就拨了8196110这个号码。很
快，一位男记者接起了电话，确定了事件和位置后，说不用十分
钟就到。那天很冷，北风直往衣服里钻。很快，报社的车就来
了，一位高个子男士过来询问情况。他问是谁打的电话，我说正
好路过就拨了电话。他竖起大拇指笑着看我，那是一个鼓励的
笑容。
  第二天傍晚再经过那里，发现事故发生地动了工程，铺设了
新的钢筋水泥。新闻“110”，行！好样的！我竖起了大拇指。
  过了几天，我接到报社电话，要我去领一张50元的电话卡，
是对于我提供线索的奖励！我到了潍坊日报社，一位工作人员核
实了我的电话后给了我电话卡。那时候，50元的电话卡很实用，
也很时髦。
  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以前的看法，心里由衷地对晚报新
闻“110”表示钦佩。

                        

           严寒里的晚报新闻“110”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潍坊晚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名为
《针线笸箩成文物》，刊发日期是2002年10月12日。
  那时，晚报有“百姓话题”专版，每期就一个社会热点话题
征稿，每每有些思考，有些感悟，我都行诸文字，投寄报社。在
编辑老师斧正下，多数都刊发了，有《伤“商”就是伤自己》
《革除陋习不能只靠“罚”》《文明的人是城市的根》等评论，
有《贺房前后》《外拙内秀仙人球》《那些贺卡那些爱》等散
文，有《别给孩子施加“软压力”》《教育不可“心太软”》
《给孩子创造说心里话的环境》等随笔。
  在给晚报写稿前，我已从事业余写作8年，发表的多数是历
史和教育稿件，影响仅限于基础教育领域。但在晚报发表文章就
不同了，晚报生动活泼，贴近百姓，受众面广，很快扩大了我的
“知名度”，也促使我更加努力工作，更加勤奋写稿。
  截至2012年12月，十年时间，我的名字在晚报出现了121次。
2013年，我参加山东省第一次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评审，顺利晋
升，可以说，晚报助了我一臂之力。
  此后，我把主要精力转向总结教学经验，写作教学论文，编
写教育书籍，指导青年教师方面，与晚报联系少了。
  新冠疫情居家隔离期间，我再次与晚报相遇，以阅读晚报为
消遣。晚报的版面更大气了，生活札记、心悦诚评等专刊生活味

浓，文化气息重，勾起我写作的欲望，陆
续发表了《北铜峪赏杏花》《采椿

芽》《石门红叶满山灿》《中秋
节往事》《走亲戚》等数篇
文章。
  每发一稿，我都将见报
的文字与原稿进行对照，
我惊喜地发现，编辑老师
不仅修改文字，连标点符
号错误也不放过。这种认
真负责的精神，让我极为
感动。我明白，这次“牵
手”，就不会轻易再松
开了。

  余生，晚报定会相伴身
边，不再分离。

在晚报发表文章助力工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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