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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都市报创刊19周年了。19年，得以长足发展的源源动力来自千千
万万的读者，因为有了广大读者们热切关注的目光，半岛才能在时代的舞台
上唱出好歌曲、跳出好舞蹈。同样，也是因为这份报纸，给读者们带来了最新
鲜的文化大餐，给弱者以扶持、给困者以希望。相扶相持，共伴成长。

你们是“半岛”前行的动力
相扶相持，共伴成长……热心读者讲述“半岛情缘”

周末，邱颖琪去看望乡下的爷爷
奶奶。老家门前有一块小菜园，茄子在
膨胀自己光滑的肚皮，辣椒展示自己
的尖指甲，豆角挥动黄瓜在荡着秋千。
一进院子，韭菜在墙角整理自己的乱
发，丝瓜在墙上躲着迷藏，奶奶的月季
花更是开得无拘无束，像极了炊烟的
自由自在。此时，爷爷戴着花镜正在看
报纸，奶奶开始抱怨他：“还不快点准
备菜，整日就知道看报看报，上面有什
么宝贝似的。”爷爷笑着放下报纸，不
用问准是《半岛都市报》。
自从邱颖琪的爸爸在《半岛都市

报》发表第一篇小豆腐块开始，爷爷更
是每天手不离报纸了，每次闲聊，都要
扯到报纸的话题，他说这份报纸图文
并茂、内容丰富，贴近生活、敢于直言，
是了解和发现社会的缩影。记得那一
年，邱颖琪爸爸写的关于纪念抗美援
朝牺牲的大爷爷的文章，爷爷仔细收
藏了，时不时拿出来再读上一遍。不知
何时，连电视迷的奶奶都会向身边的
邻居们一起讨论报纸上的新闻。随着
电子产品的高速发展，报纸的阅读量
有所缩小，但是文字在墨香陪伴中的
韵味，总是替代不了的。《半岛都市报》
诞生以来，给身边群众解决了许多困
难，特别是报纸的即墨版创办以来，赢
得广大即墨读者和群众的认可。在许
多群众的心中，有什么困难或者受到
委屈，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半岛都市
报》的热线电话。
邱颖琪爸爸日常码字的时候，会

翻阅报纸的信息，无论是弘扬正面的、
还是揭露负面的，他总是读得津津有
味。读书读报成了他闲暇曙光里的最
爱，并且，在他的一朋友圈里，媒体朋
友占了不小比例。受爷爷和爸爸的影
响，从小邱颖琪就爱看《半岛都市报》，
小学三年级参加义卖报纸为灾区捐款
的活动，还在报纸上刊登，老师和同学
们都很赞许她，这也让她对《半岛都市
报》的感情日益加深。每天放学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报纸浏览当天的新
闻，《半岛都市报》让她学到了很多知
识，也开阔了视野。业余时间，她也慢
慢学着写作，当她第一次在《半岛都市
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内心无比的自
豪和高兴，并且对写作的兴趣亦愈来
愈浓厚，希望将来也可以做一名新闻
工作者。
如今，在外地求学，只有假期才能

读到《半岛都市报》了，做为一名忠实
的读者，邱颖琪祝福《半岛都市报》19
岁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更珍惜与《半
岛都市报》的缘分。

邱颖琪：
因为读报，爱上写作

记得最初知道《半岛都市报》还是
在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创刊第一年，张
德林家里就定了这份报纸，丰富新颖的
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一个刚刚开始走上
阅读之路的小读者，那时候印象最多的
就是好多长辈在家中拿着报纸阅读，就
一些社会热点新闻报道高谈阔论。张德
林儿时对于《半岛都市报》的印象就像
一粒种子，随着时间和个人成长会生根
发芽，儿时的观察从长辈的手中、言谈
中发展到好多人家门口前挂着带有“半”
字标识的绿色收报筒，发展到热闹的商
业街路口穿梭的卖报人，不知不觉发现
与《半岛都市报》有关的场景已经悄无声
息地融入到生活的很多场景当中，后来
明白这些观察也可以用“孕妇效用”来解
释，统计数据也给出了三个“最”——— 山
东半岛地区信息量最大、发行量最大、影
响力最强，一幕幕的观察画面也让我不
折不扣地对《半岛都市报》的影响力有
了逐渐清晰的了解，也发现身边多了一
批又一批的“铁杆老订户”。
每个青岛人都会在《半岛都市报》

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部分，对张德林而言

则是体育板块和文学园地。因为打小就
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每次看报纸
的时候首先要翻阅的就是体育板块，在
信息获取相对匮乏的年代，无论是浏览
图片还是阅读文字都是一种享受，遇到
自己喜欢的球队、球员还会用剪刀剪下
来夹在书本中，多年来已经积攒了厚厚
6大本。回头翻看一年一年的积攒，见证
了球队成功的喜悦，也经历了失利折戟

的遗憾，不变的是一起的成长，《半岛都
市报》也是如此。此外，吸引阅读的另一
板块自然就是文学园地，碧草蓝天、人
间百态，它让张德林领略了文学世界的
旖旎风光，更开阔了观察的视野，成为
了儿时不可或缺的辅助读物，其中推荐
的图书也成为了自己书架上最初的组
成部分，买书读书的习惯也是从那时开
始。
后来，互联网时代来临，颠覆了大

众的阅读方式，阅读爆发式地从纸媒转
到线上，纸媒也纷纷转型拥抱时代新变
化，传媒行业也经历从线下到线上再到
线上线下平衡的回归的“满舵”整合，技
术的大潮奔涌向前，但归根结底依旧是
内容为王。这么多年来，半岛报内容丰
富、贴近市民、笔触鲜活的特点一直没
有变，近年来半岛都市报、半岛客户端、
半岛网、半岛都市报官方微博微信等全
媒体报道传播方式给阅读提供了丰富
的选择途径，张德林希望半岛报社在适
合自己的全媒体发展之路上坚持走下
去，一如既往为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体
验。

提起“报纸哥”孙达帅，不少即墨市
民都认识他，他常年在即墨烟青路与鹤
山路交汇处的十字路口处卖报纸。虽然
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无法站直也无法
与人正常交流，但是孙达帅并没有因此
自暴自弃，而是自食其力，积极乐观地
笑对生活，用他微弱的肩膀努力为家人
撑起一片天。
孙达帅是二级残疾，其妻子兰红红

也是智力二级残疾，夫妻俩育有一子，
是一个很健康阳光的孩子。8月8日，记
者来到孙达帅家探访，孙达帅的父母都
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拉着记者的手，他
们一再真诚地感谢着社会好心人对他
们一家的帮助。
说话间，孙达帅的父亲拿出一个挂

历给记者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
了多年来社会上好心人对他们一家的
帮助，服装市场好心夫妻每年过年都
给孙达帅和他儿子置办衣服鞋帽；市
民苏超先生每次开车经过十字路口都
给孙达帅钱，几年来累计2000多元钱；
一位退休阿姨只要看到孙达帅，有时
给他600元，有时给他300元；孙达帅
媳妇去济南做开颅手术，4路公交车司
机知情后你500元我300元纷纷为他
捐款；孙达帅所在村庄龙山街道窝洛
子村书记孙敬岳了解到他孩子没有人
辅导学习，便积极联系新纪元艺术学
校姜校长，免费让孙达帅孩子去学校
上辅导班，姜校长还每天开车接送，并
表示将一直照顾下去；集集小镇快餐
店每天给孙达帅提供一张桌子放报

纸；《半岛都市报》发行站的倪吉书师
傅每天给孙达帅整理好报纸并帮着送
到集集小镇，方便他去卖报纸。“没有
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我们这个家早就
散了，太感谢这些好心人了，我一直教
育我的小孙子，一定要好好上学，将来
要回报这些好心人的恩情。”孙达帅的
父亲激动地说。
“我很喜欢看《半岛都市报》，是报
纸忠实的读者。”孙达帅用纸笔和记者
交流，他说看报让他学会了知恩图报，
也让他面对困难依然能乐观坚强，毫不
畏惧。记者了解到，孙达帅家庭很困难，
但是遇到比他困难的人，他都会踊跃捐
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回馈社会。听
说济南一个小姑娘患有白血病，他将自
己辛苦攒下的一千块钱毫不犹豫捐出。

曾经有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他在炒
作，但是就像孙达帅一直说的那样，他
真的是碰到了那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他，
他心里很感恩，所以才会想尽自己的一
点微薄力量去帮助别人。
孙达帅的乐观坚强足够感人，可真

正打动记者的是他作为父亲的担当。因
为身体的原因，43岁的孙达帅本可以住
进托养中心，日常起居享受专人的照
顾，但为了还在读小学的儿子，孙达帅
依然自食其力，每天3点就起床坐公交
车去卖报纸，一年365天，几乎从未间
断。孙达帅说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
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过上更好的生
活。而他的儿子也很争气，学习在班里
一直名列前茅，这也让一家人对未来的
生活更有信心和希望。

孙达帅：风里雨里卖报纸，笑对生活爱助人

张德林：见证了半岛从报纸变为全媒体

快乐幸
福 的 一 家
人 ，右为孙
达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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