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人：杜金欣
出生日期：1958年1月1日
住址：新华区西体育场社区

受访人：刘银柱
出生日期：1988年1月1日

住址：市区平安大道西段陆顺建材城附近

受访人：吴冬梅
出生日期：1982年1月1日

住址：新华区新新街街道幸福小区

受访人：许冠杰
出生日期：1980年1月1日

住址：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蓝湾新城小区

受访人：祁婵
出生日期：1963年1月1日

住址：市区凌云路北段佳田·塞纳城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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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自述：

我是鲁山县张官营镇人。15年前，在父母
的支持下，我在家乡开了一家五六百平方米的
照相馆，主营证件照、婚纱照和写真拍摄。2017
年，随着业务拓展，我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蓝
湾尚街又开了一家照相馆，并在蓝湾新城小区
买房定居。目前，我的店已扩展到三家。

8年前，我在张官营镇经营照相馆时，被《平
顶山晚报》清新自然的版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
所吸引，从此开启与墨香相伴的读报生活。8年
间，我的事业和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示范区，即
使生意再忙、家庭事务再烦琐，我也会抽出时间
慢慢品味这份报纸。晚报的许多栏目我都喜
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迷上了晚报副刊版面以
及周刊的“收藏”栏目，爱上了字画鉴赏和收藏，
并与刘根、丁来安等本市书画名家结缘，使自身
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得到提升。

坚持读晚报，还给我的经营带来不小的帮
助。从晚报了解到小微企业的政策利好后，我主
动对接相关部门，享受了政策优惠和免息贷款。

此外，通过阅读晚报的“鹰城新青年”“你
好，小康”等栏目，我深深体会到，“诚信＋爱心”
是企业的立足之本和奋飞之翼。在这种精神力
量的激励下，多年来我坚持做公益，在疫情防控
中捐款捐物，并为示范区部分护学岗送去消暑
降温物品。2022年10月，我有幸成为《平顶山晚
报》“我们的新时代·我的十年”栏目的采访对
象，向读者倾吐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最近，我刚续订了 2024 年的《平顶山晚
报》。感恩晚报对我的成就，未来，我将继续与
晚报同行！

心愿：经营好照相馆，自己的三口之家和和
美美，父母身体健康。

对晚报的祝福：越办越好，越来越耐读，越
来越有影响力。

（记者 吕占伟 整理 拍摄）

采访对象许冠杰

继续拥“报”共成长

受访者自述：

我是《平顶山晚报》的铁杆粉丝，从创刊
起就坚持每天看晚报。作为老读者，我见证
了晚报的成长和发展，晚报也对我的工作和
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

1994年，《平顶山晚报》创刊。当时，作为
矿二中（今市四十二中）校长，平时就爱读书、
看报的我，毫不犹豫地为老师们订了《平顶山
晚报》，由此成为首批读者。

从创刊时4开4版的报纸，到鹰城最有影
响力的都市报，晚报内容越来越丰富，刊登的
大都是咱老百姓身边的人和事，还帮市民解
决了不少烦心事。国内国际新闻也选取得
当，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外面的世界。

后来，我调到市四十三中工作。2014年3
月退休后，我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每天上午
外出散步，我都会随身携带报箱钥匙，回来第一
件事就是拿报纸。城事、国内、国际、副刊……
晚报的每一个版面我都不会错过。遇到感兴
趣的稿件，我还会详细标注，或剪下来保存。

我爱好写作，经常写一些随笔。有一次，
我把散文《心中的二姨》投到晚报副刊，没想
到很快见报了，当时别提多高兴了。这些年，
通过看晚报、读书，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提升，
不但参与了家谱《高氏人家》的编撰，还撰写
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并印制成册。2022年，作
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我接受了
晚报记者的采访，追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0年前，我曾和晚报一起庆生。这次，
我还收到了晚报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鲁
山花瓷旅行套杯。很高兴能和30年的“良师
益友”一起过生日，感觉特别有意义。

心愿：国泰民安，家人平安、健康、顺遂。
对晚报的祝福：越办越出彩，内容更贴近

百姓生活。

（记者 高红侠 整理 拍摄）

文学爱好者高联民

良师益友三十年

受访者自述：

我叫祁婵，是市绝缘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
退休职工。《平顶山晚报》创刊时，我家就自费
订阅了晚报，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和老伴都是工薪阶层，育有二子一女。
刚订晚报那几年，家里条件不太好，我们了解
世界的窗口，除了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外，
就是《平顶山晚报》了。晚报内容丰富，语言通
俗易懂，刚开始是我和老伴看，几个孩子上学
后，晚报也成了他们最喜欢的课外读物。在我
们的引导下，孩子们时常把晚报上的好词好句
摘抄下来，时间一长，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现在，几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我和老伴平时跟
着大儿子一家生活，在我们的影响下，我那刚
上小学二年级的大孙子也喜欢上了晚报。

读晚报不仅能知晓天下事，对生活也有很
多帮助。我和老伴都喜欢晚报刊登的健康养
生信息，通过阅读，学到了许多养生小妙招。
俺俩还特别喜欢旅游方面的信息，晚报上介绍
的很多景点，如郏县三苏园、叶县县衙、北京故
宫、杭州西湖等，我们都游览过。经常看晚报，
在小区遛弯儿时与邻居聊天也有了话题。

过去工作忙，还要照顾孩子，我看晚报往
往是“见缝插针”。这几年退休后，我每天除了
做家务和接送两个孙子，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泡
上一杯茶，坐在沙发上翻阅晚报，常常戴着老
花镜，一看就是一上午。每到周末或节假日，
没有报纸，我的心里就空荡荡的。

虽说现在网络信息极其丰富，可过于碎片
化，看过没多久就忘了。在我看来，读书、看报
才是最佳的阅读方式，尤其是读晚报，更有真
实的触感和亲切感。

心愿：晚报是与我们家相伴多年的老朋
友，希望我们的情谊越来越深厚。

对晚报的祝福：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记者 李霞 整理 拍摄）

自费订户祁婵

一份晚报三代情

受访者自述：

能和《平顶山晚报》一起过生日，我特别开
心。2000年，我从河南煤炭卫生学校毕业。2002
年，我入职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五矿医院，现
任预防接种门诊护士长。单位订有《平顶山晚
报》，其内容丰富，接地气，我从上班时就喜欢看，
尤其是民生、娱乐和健康医疗方面的报道。

晚报曾多次报道爱心人士朱智红五姐弟成立
爱之家孤残儿童寄养点，照顾多名遗弃孩童的事，
我很受触动。从2009年开始，我利用休息日去寄
养点看望这些孩子，为他们买吃的、玩的，给他们
体检。同事们知道后，开始三三两两地和我一起
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结成志愿服务团
队，在关爱孤残儿童之余，还到周边一些小区为居
民体检、提供医疗咨询等。

2020年7月10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五矿以
我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五矿吴冬梅志愿者联
盟”。目前，联盟有志愿者100多人。每周一，我
们进矿区为矿工师傅缝补工作服、量血压、发放
药品等，并不定时走进一线区队、班组，为职工现
场问诊、讲解急救常识。每周五，我们会进社区
为居民免费测血糖、理发等，并开展“一帮一”上
门服务，为辖区60岁以上老人建立健康档案。
同时，我们还联合“爱之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走
进湛河区、宝丰的“儿童之家”，讲解青春期生理
卫生及自我安全防护知识；到老年公寓陪老人聊
天，为他们修剪指甲、准备爱心餐等。

2020年底，我被新华区评为“十大我身边的
好人”。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多亏晚报的指引和
鼓励。其间，晚报曾多次报道我们的志愿活动，
2021年还为我做了专访，这让我很受鼓舞，也坚
定了我继续参与公益的信心。

心愿：工作顺利，家人身体健康。
对晚报的祝福：越办越好，今后更多地关注

民生新闻。

（记者 牛超 整理 拍摄）

公益组织负责人吴冬梅

公益路上同“燃灯”

受访者自述：

我原来在市冶金宾馆有限公司负责机电
维修，虽然退休6年了，但看报依然是我每天
的必修课。

1978年参加工作后，单位订了各种各样的
报纸。其中，《平顶山晚报》报道及时、全面，讲的
多是咱鹰城的大情小事，我就格外关注。直到
现在，我还坚持看晚报，一天不看，总觉得少点
啥。有时去市工人文化宫玩儿，和很多老同志
聊天，也会把晚报上的报道拿出来探讨一番。

我曾参加过平顶山日报社最早一期通讯
员培训班，当时约有100人参加。那天，正在工
作的我接到单位领导通知时，还有点不敢相
信。我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接受培训时听
得很认真。培训结束，所有通讯员在一起拍了
合影，那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回去后，我尝试
着写过几篇短新闻，没想到很快在《平顶山晚
报》和《平顶山日报》上刊发，我还拿到了稿费，
特别激动。我情不自禁地向妹妹炫耀，然后把
自己的文章剪下来夹在日记本里。遗憾的是，
因为多次搬家，日记本找不到了。

随着时代变化，信息来源渠道更广了，电
视、手机上都能看新闻。我也关注了“平顶山
微报”“平顶山晚报”的公众号，可我还是喜欢
飘着墨香的报纸，白纸黑字看着心里踏实。我
们小区外的马路两侧也有阅报栏，每次遛弯儿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近看看。2023年9月，看
到报社要在白龟湖畔举行鹰城首届“文明中国
风”集体婚礼的消息，我也去看了，整场婚礼简
约而不失庄重，特别好。

晚报是一份老百姓的报纸，接地气，刊登的
正能量本地新闻令人动容。我会一直读下去。

心愿：家人身体健康，幸福平安！
对晚报的祝福：越办越好，更多地关注民

生，贴近老百姓，贴近生活。

（记者 燕亚男 整理 拍摄）

老通讯员杜金欣

一天不读“饿”得慌

受访者自述：

我在市区经营一家广告制作安装公司，除了
同一天生日外，我和《平顶山晚报》颇有渊源。以
前我给别人打工，负责看管写真机和喷绘机，晚
上出图的时候不忙，我就喜欢拿份晚报看看。这
几年，我一直自费订阅晚报。

晚报对我来说，更像一位常伴左右的好朋
友。我既是晚报公益活动的受益者，也是一名公
益践行者。2012年，我在晚报上看到一位病人急
需输血，便毫不犹豫地跑到血站献血。从2012年
8月8日第一次献血到现在，我已经献血6次。我
还参与了晚报的“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2013年
我给一名鲁山贫困大学生捐款200元，2018年我
再次为两名贫困大学生捐款1000元。

晚报的万人相亲公益活动自2009年开展以
来，备受单身青年关注。2018年，我报名成为万
人相亲大会会员，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一名心仪
的女孩。一开始我们聊得很愉快，彼此性格、爱
好都很契合，但我的工作越是节假日越繁忙，女
孩约我吃饭、看电影，我经常没时间，无法提供更
多陪伴和情绪价值，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虽然曾经的相亲并不顺利，但我对万人相亲
公益活动很有信心。我和几位单身朋友都在万人
相亲大会工作室报了名，这里资源多、人员信息真
实可靠，如果能顺利脱单，我们还想参加报社举办
的集体婚礼。

不同于其他年轻男生喜欢上网打游戏、喝酒
聚会等，我喜欢看书、读报。晚报是鹰城老百姓
最贴心的朋友，从高铁通车、患病求助，到冬季供
暖、市民丢东西，无论大事小事，晚报都在发挥媒
体的力量为大家提供便利。希望晚报能一直与我
们携手同行，越办越好！

心愿：生意红火，早日脱单！
对晚报的祝福：新年新气象，用爱心帮助更

多市民。

（记者 刘蓓 整理 拍摄）

万人相亲大会会员刘银柱

静待“红娘”送良缘

今天，我们一起过生日

受访人：高联民
出生日期：1953年1月1日

住址：新华区光明路街道新程街社区

晚报为同日庆生的读者准备了精晚报为同日庆生的读者准备了精
美礼品美礼品（（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高红红侠侠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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