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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厦门晚报》一面市，她就成
了第一批读者。她当时住在大同路，第一
次订报纸要到当时的邮电局去订。那时
候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有信箱，每天下午
估摸着投递员要到了，大家就去信箱边
上等，第一时间拿报纸回家。

如今电子报刊和新媒体平台的发
展，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阅读方
式，但朱阿姨依然保持着阅读纸质报纸
的习惯。“习惯了，网上的信息真假难辨，
报纸上的信息实实在在。”30年来，朱阿
姨已经习惯了每天下午5点多去报箱取
报纸，再回家看报。

最近，朱阿姨的女儿位于思明区的
房子在装修，她和女儿一家搬到翔安暂
住，朱阿姨每隔两天都会专程坐地铁再

转公交回岛内小区，到楼下的信箱取报
纸，带回翔安的暂住处。在暂住处客厅的
茶桌上，整齐地放着近几天的报纸，每天
她都会通过读晚报知晓厦门大小事。

“晚报是办给老百姓看的，写的都是
老百姓的事。”朱阿姨说，看了报纸，有想
说 的 话 ，她 就 拨 打 晚 报 市 民 热 线
5589999说一说。她通过“我要说”表扬
过为老人让座的幼儿园小男孩、真心为
患者诊治的医生、热心为乘客服务的司
机；反映过小区绿地被占用的问题；为独
居老人寻求过帮助；在记者节时为记者
送过祝福；赞赏过报纸版面设计精美，报
道弘扬正能量，也曾“挑刺”过……按她
的话说，“想说的，该说的我都通过
5589999说给记者听。”

征 集 令

“我有话对晚报说”
期待您畅所欲言
喜迎厦门晚报创刊 30 周

年“我有话对晚报说”征集活
动推出后，吸引了众多读者的
关注。

您喜欢晚报哪个栏目（版
面）？晚报哪些报道曾经打动
过您？订阅晚报这么多年，您
有哪些心里话想对我们说？有
心里话、有好点子，您都可以
通过晚报市民热线 5589999、
xmwb30@126.com、官方微博
或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等互
动方式畅所欲言。

如果您和晚报有很深的
情缘，三言两语不足以表达，
也可以告知我们，我们将派记
者采访记录您与晚报携手共
成长的故事。

说起朱永淑，报社不少记者、编辑都亲切地称呼她“朱
阿姨”。“真是个善良的人”，这是不同的人对她共同的
评价。从1994年订阅第一份《厦门晚报》开始，朱阿姨30

年来一次也没落下。多年来，只要看到报纸上有人需要帮助，她
都会请记者带她去实地看看，然后捐款捐物，尽可能提供帮助。

30年来，《厦门晚报》丰富了朱阿姨的生活，而她也用爱心温
暖了很多新闻报道里困苦的当事人。 文/图记者林珊

“你看，这是我上晚报老年
微信培训班的照片，我坐在第一
排，还被记者拍到登到报纸上
了。”朱阿姨向记者展示微信收
藏记录里的照片。2015年，本报
开设老年微信公益培训班，一看
到招生信息，朱阿姨就第一时间
报名。她上完基础班后，又上了
提高班。

在培训班老师和本报记者的
帮助下，她学会了使用微信。以前
和身处国外的亲戚、朋友联系不
便，有了微信后，可随时随地留言
或视频聊天。她还加入了小学、初
中、高中同学微信群，每年中秋
节，群里还会相约博饼。“今天大
家想吃什么？”平时，家里要买什
么菜，她也会提前在家里微信群
让家人“点餐”。“现在只要带一部
手机就可以走四方了。”出去消
费，朱阿姨也会用微信支付。

更令她开心的是，通过晚报
老年微信班，她还多了6位同学。
她说晚报“牙牙姐”还帮他们7个
人建了个微信群，大家经常在群
里聊天，分享日常生活，一起参加
活动。每年，“班长”还会组织大家
聚会。“参加晚报活动还认识了志
同道合的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真的很神奇！”

“晚报教老人学微信真的是
一个善举。”朱阿姨说。她说，时
代在发展，厦门也越来越美，交
通越来越完善，从思明到翔安，
乘坐地铁再转一下公交车，就可
直达家门口，非常方便。她和朋
友聊天时，也时常在感叹如今的
幸福生活。

朱阿姨最关注的是报纸上的求助新
闻，看到有人生病没钱医治，看到贫困家
庭的孩子生活艰难，看到孤寡老人生活
不便……朱阿姨总会第一时间致电本报
市民热线5589999，请记者带她去对方
家里，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2006年，看到本报报道《爸爸中风 4
岁半三胞胎在哭》后，朱阿姨为三胞胎送
去了1000元；2007年，看到本报报道的
农民工张启伟在打工时被吊机压伤，家
人借高利贷为其做手术，朱阿姨冒雨赶
到医院送钱；2015年，看到本报报道的
《我家保姆病了，一起帮帮她吧》，朱阿姨
登门给文中的保姆李梅华送去3000元
爱心款……而这些，只是朱阿姨通过本
报热心助人的缩影。

“认识七八年了，朱阿姨是个热心肠
的人，见不得别人有困难。”朱阿姨小区
保安吴国诗说。后来，虽然保姆李梅华因
治疗失败不幸去世，但朱阿姨对她们一
家人的关心和帮助从未间断。李梅华的

丈夫林金峰说：“朱阿姨人很好，到现在
还一直关心我们，关心孩子的学业，关心
我的工作。”林金峰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前段时间台风天，朱阿姨还特意发微信
提醒他出车要注意安全。

“小林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逢年过
节还发微信问候我。”朱阿姨说。前几天，
林金峰从老家带了些花生和芋包给朱阿
姨，朱阿姨则送了他一罐西洋参，叮嘱他：

“这么瘦，要多补补身体，照顾好自己。”
“我小时候失去了母亲，朱阿姨一直挂念
着我，让我感到母亲般的温暖。”林金峰
说。他从心底里把朱阿姨当成可亲可敬的
长辈。

遇到有困难的人就慷慨解囊，而自
己一件衣服穿了十来年都舍不得扔。朱
阿姨说，自己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也就
4000多元，很多时候也是省吃俭用。现在
房子租出去了，一个月多了点收入。“年
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知道苦是什么滋
味，见到有困难的人，能帮就帮。”

“网上信息真假难辨，报上信息实实在在”
忠实读者朱永淑以晚报为桥梁，热心无私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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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洪胜利，是一名退
休教师。我是厦门晚报的忠
实读者，多年来，我创作了很
多首诗，经常给厦门晚报投
稿。厦门晚报创刊30年来，刊
登了我撰写的诗词300多首。
在晚报创刊30周年之际，我
有很多话想对晚报说，还是
都凝结在诗词里吧。

我有话
对晚报说

七绝四首
洪胜利

一
厦门晚报三十载，
九四年初首创刊。
风风雨雨跨千禧，
癸卯金秋而立谦。

二
自从晚报创刊起，
尽让市民看报欢。
精益求精专业性，
新闻报道喜人观。

三
厦门晚报不迟报，
当日新闻当日刊。
日落霞红读报乐，
市民必备晚中餐。

四
我和晚报同舟渡，
共济三十岁月来。
载我诗文三百首，
扬帆奋进向前开。

■■朱阿姨朱阿姨（（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参加老年微信班参加老年微信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