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11月 12日上午，外边刮着大风，在
卫东区东高皇街道上徐村的一处院子
里，78岁的胡松林坐在小屋内看电视，
一旁的凳子上放着一沓刚刚翻看过的
《平顶山晚报》。每天抽出点时间读
报，获取大量信息的同时，胡松林也享
受着读报的乐趣。

从《平顶山晚报》创刊开始，胡松
林就与这份报纸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他动情地说：“我订晚报20多年了，每
天阅读晚报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
分。可以说，晚报是我的精神食粮。”

晚报，为他打开了一扇窗

1961年，胡松林初中毕业后，回到
村里当会计、当生产队队长，后来又到
平顶山市郊区煤炭供销公司工作。

1994年，《平顶山晚报》创刊不久，
胡松林在熟人的介绍下，订阅了《平顶
山晚报》。自此之后，《平顶山晚报》成
了丰富他精神生活的载体，为他打开
了一扇窗。每天上午，他都会等着投
递员送报过来，再认真看完，遇到感兴
趣的内容就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粘贴
成册，看着特别有成就感。当时他很
喜欢看小说连载，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将许世友》。
每期连载，他都会保存下来，没事的时
候翻着看看。

“虽然现在有电视了，网络也比较
发达，但是我还是喜欢看报。每天看
报，让我活得特别充实，从报纸中可以
知道国内外大事，知道党和国家的很
多政策，紧跟新时代的步伐。”胡松林
说，报纸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窗

口，而且这是咱鹰城人自己的报纸，说
的都是咱鹰城老百姓自己的事，拿在
手里感觉特别亲切。

晚报，他会一直订阅下去

在胡松林的卧室有一张旧桌子，
上面放着一摞《平顶山晚报》、一个放
大镜还有一些纸张等。其中，一沓厚
厚的装订起来的剪报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剪报内容是《平顶山晚报》曾经策
划的栏目《高龄老人和TA的家人》。

胡松林把每一期内容都剪了下

来，文章旁边都有相关备注，这些也诠
释着这位老读者对晚报深深的爱。“这
个很有价值，没事的时候我就拿出来
看看。人老了，就爱看一些养生保健
方面的内容，这些文章写得很朴实，贴
近生活，我很喜欢看。”胡松林说。

钟点工秦女士说：“胡松林很细
心，这都是他看完报纸后攒几天，然后
骑着三轮车跑到附近的复印店，把报
纸放大复印后装订的。”

“报纸承载记忆，剪报就是收藏历
史。”提起自己曾经的剪报，胡松林说，
从订报开始，他就养成了剪报的习惯，

剪报记录了家乡的发展和时代的变
迁，只是后来被烧光了。

原来，2016年的一天，胡松林正在
家中看电视，由于线路老化，突然间着
火了，把他保存很多年的剪报、日记等
全部烧光了。为此，他难受了很长时
间。“那些东西我保存了很多年，都是
我的心血，多少钱都买不来，真是太可
惜了。”

胡松林说：“这么多年来，我在成
长改变，晚报也在成长改变，我依然坚
持每天看报。晚报，我会一直订阅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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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本报讯 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终
于告一段落。11月 14日，据市气象台
气象专家介绍，未来三天，我市以晴
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 19℃，
但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最低气温只

有个位数。市民要注意防寒保暖。
受前几天降雨影响，我市气温低

迷，11 月 13 日，我市最高气温不足
10℃，不少市民不但穿上了秋衣秋
裤，还穿上了厚厚的棉袄。11 月 14
日，阳光驱散雾霾，太阳露出了笑脸，
气温也较前一天有所回升。据气象

专家介绍，未来三天，我市气温将进
一步回升，但早晚气温偏低。

11月 15日，白天到夜里，晴天到
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2到3级，气温
7℃—19℃。16日，多云到阴天，部分
地区有零星小雨，气温 7℃—13℃。
17日，多云，气温5℃—16℃。

今起三天 昼夜温差大
市民要注意防寒保暖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1月14日，一道喜讯从郏
县茨芭镇苏坟寺村东坡乡村振兴书
院传来，由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守
护苏东坡”青年乡村振兴特派员张
琼丹和吴梦绮制作的“守护苏东坡”
表情包新鲜出炉。表情包用喜闻乐
见的形式带大家领略大文豪苏东坡
的人格魅力，辐射更多“守护”的意
义。

据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楠介
绍，公元1101年，苏东坡病逝于常州，
按照他的遗嘱，亲属移其灵柩，公元
1102年至河南郏城上瑞里（今郏县茨

芭镇苏坟寺村）安葬，后苏辙也安葬
于此。然而，东坡葬地村920年守护
故事鲜为人知。苏坟寺村民代代相
传，守护苏墓，整理与护墓有关的惩
恶扬善民间传奇手册，村里东坡小学
突出东坡文化教育。

2022年，原籍郏县的刘楠带领硕
博团队调研发现，这个中国传统古村
落文化资源丰富，然而地理偏僻、产
业单一，劳动力多外出务工，发展差
距较大。刘楠领衔的东坡乡村振兴
书院发起“守护苏东坡”云村民公益
项目，邀请“中国品牌十大设计师”吴
伟设计《守护苏东坡》系列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与乡村实体经济结合，线上

数字云村民与线下实体权益结合；探
索文创工坊、疗愈农场、乡村新闻播
报官、大学生青年乡村振兴特派员制
度；重新认识乡村价值，体悟东坡精
神遗产，守望精神田园。

同时，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守护
苏东坡青年乡村振兴特派员张琼丹
和吴梦绮又精心创作了呵呵、出来散
步、兄台饭否、石化、多吃水果、作个
闲人、出来聊天、吃啥好呢、定风波、
不卷、团圆、冲鸭和回见等13个再现
苏东坡不同人生场景的表情包。

据刘楠介绍，这些表情包不日将
上线，网友们可以在小程序中申请使
用。

“守护苏东坡”特制表情包新鲜出炉
爆出13款不同人生场景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不用我跑腿，你们就把问
题解决了，这次线上调解真是帮了大
忙，太感谢了。”11月 14日，市民马先生
致电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表示感谢。据了解，该中心日
前通过电话沟通及远程视频成功化解
一起劳资纠纷，使当事人马先生足不
出户拿到7000元劳动补偿金。

11月 14日，记者从该中心了解到，
2018年9月，马先生受雇于示范区一家
幼儿园。今年9月，幼儿园在未与马先
生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单方终止了和他
的劳动关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马某依法提起劳动争议调解。示范区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受理该案后，调解
员立即联系雇佣方，经调查取证，雇佣
方承认单方面辞退马先生的事实。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马先生无法
到现场参与调解。该中心工作人员遂
通过线上云视频联系双方，并启动了
线上调解程序。在11月12日的远程视
频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耐心劝解、明理
释法，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由雇佣方赔付马先生7000元经济补偿
金。目前，这笔补偿金已赔付到位。

据了解，自今年10月至今，该中心
已通过全程线上调解方式成功调处7
起劳动纠纷案件，涉及劳动资金17万
余元。

雇佣劳动起纠纷
线上调解助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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