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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沧州历史文化名片

沧州人才辈出，历史
上有很多各领域的名人，
在全国都享誉盛名。我希
望晚报多增加关于“沧州
历史名人”的介绍，以讲故
事的形式，让年轻人知晓，
擦亮沧州历史文化名片。

陈广增

我建议晚报增加
一些军事知识和英雄
烈 士 光 荣 事 迹 的 报
道，让年轻人了解沧
州的“红色记忆”，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

张金斗

106岁的父亲是晚报忠实读者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
阅读晚报，特别是我 106
岁的父亲更是晚报的忠实
读者。他眼睛花了却依然
每天拿着放大镜把晚报从
头看到尾，唯恐错过一点
一滴。希望晚报增加财经、
养生、天气等方面的内容。

温露明

多宣传好人好事

沧州是“好人之城”，
每年晚报都会刊发评选沧
州好人的报道。我觉得应
该开设“好人好事”栏目，
让百姓多了解身边的好人
好事，同时带动更多的市
民参与进来。 王香须

增加“一句话新闻”

我曾在其他媒体平台
看到过“一句话新闻”这个栏
目，用最简短的话把新闻总
结整理出来，让读者一目了
然，方便读者“以小览大”，获
取更多新闻信息，希望晚报
也能开设类似栏目。孟繁彪

晚报怎么办 居民这样说

本报讯（记者 张婧 李
玲）昨天，“《沧州晚报》进社
区”与读者互动交流活动来
到运河区市场街道办事处解
放西路社区。活动现场，15位
居民代表为晚报建言献策
（右图）。

参加活动的15位居民代
表都是《沧州晚报》的老读
者，对于“晚报怎样办到百姓
心坎上”，每位读者都有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读者希
望晚报发布的新闻更贴近时
代、贴近民众、贴近百姓生
活；有的读者建议增加一些
娱乐性栏目，增添阅读的趣
味性；有的读者提出，晚报的
忠实读者大多是中老年人，
希望内容有一些倾向性，多

发布一些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内容，
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有的读者
建议多刊发一些防诈防骗的新闻，
提醒市民避免上当受骗。

在交流活动中，居民孟繁彪提
出，希望晚报增设“一分钟了解天
下事”的栏目，几句话言简意赅地
发布一些国家大事、经济民生类的
新闻，让大家可以一张报纸在手就
能知天下事。王香须和温露明都说
老年人视力不好，每天需要拿着放
大镜看新闻。她们建议放大字号，
让老年人能够轻松阅读。

张金斗是退役军人，他建议多
宣传英雄人物，为大家树立榜样。
杨章存则表示，老百姓遇到难事、
办不了的事，希望晚报记者帮着多
跑跑，帮老百姓解决问题。赵东明
说，他最喜欢看晚报帮办栏目，每

次看到报纸上总结一个月帮助
老百姓解决了多少件事的版面，
就觉得心里特别痛快。希望晚报

再接再厉，多帮老百姓解决问
题，帮到家、办到底。

在听取了 15位居民代表的

建议后，《沧州晚报》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居民提出的宝贵意见中
能够感受到读者对晚报深深的
爱。大家对晚报提出了希望，也
为办报打开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我们会认真梳理、汇总大家的意
见与建议，以此为依据进行改
进，不断提升报纸的质量，将晚
报真正办到读者的心坎上。

随后，15 位居民代表认真
填写了《沧州晚报》读者调查表。
今后，《沧州晚报》将继续走进社
区，与居民读者面对面，倾听心
声、收集民意。

（如果您有好的意见或建
议，有问题向记者反映，可拨打
记者电话3155665、3155686联系
我们。）

“《沧州晚报》进社区”——走进解放西路社区

征集办报金点子 倾听读者知心话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张婧 李玲
●摄影/本报记者 李玲

让年轻人了解沧州“红色记忆”

防诈骗内容多一些

一些退休的老年人对
于电信诈骗防范意识较
差，容易落入骗子的圈套。
晚报应该开设一个“防诈
骗”专栏，每天刊登一个诈
骗案例或者防诈骗的知
识。另外，晚报还可以联合
各个社区开设“防诈骗”小
课堂。 葛全玉

热点问题追到底

晚报的报道形式新
颖，内容涉及面广，反映民
生民情。老百姓身边发生
的污水外溢、井盖损坏、暖
气不热等问题，晚报记者
帮着解决了不少。我希望
以后晚报能加大民生新闻
的报道力度，同时对于一
些社会热点问题要追到
底。 杨章存

贴近生活 为百姓服务

我和老伴儿都是晚报的
忠实读者，孩子们经常和我
们抢着读晚报，为此，家里曾
同时订过两份晚报。我希望
晚报能在老年生活、医疗、健
康、出行等方面，增加相应的
报道内容，从而更加贴近百
姓生活，为百姓服务。林文忠

给戏曲等内容一席之地

晚报读者以老年人居
多。晚报的“天下”“国内”
等栏目内容丰富，大多数
读者都喜欢看。可也有一
些读者喜欢戏曲、书画、垂
钓等方面的内容，虽然受
众比较少，但希望晚报也
能为这些读者开辟相关的
新栏目。 姜瑞成

好家风 多弘扬

晚报的报道一直很接
地气，老百姓都爱看，我是
晚报的忠实读者。我觉得如
今年轻人对于家庭关系的
处理缺少一些正确的引导。
晚报可以增加一些关于好
儿媳、好女婿的报道，传递
好家风、好家训。 付忠玲

多一些养生方面的内容

每天读晚报是我的生
活习惯。老年人希望多汲
取健康饮食、养生等方面
的知识，但在获取相关内
容时，渠道比较窄，也不权
威。我希望晚报多刊发一
些关于老年人养生方面的
内容。 张进周

增大版面字体

每天晚报一送来，我什
么都不干，必须先翻看一
遍，这已成为我的一个生活
习惯。我想提一个建议，晚
报读者以老年人居多，希望
晚报调整老年人比较关注
的“大运河”“健康”等版面
的字体。 赵东明

提供就业、就医的信息

我订晚报已经 30 年
了，晚报可读性强。如今年
轻人就业和老年人就医等
问题是社会热点。我认为晚
报可以开设专门针对年轻
人就业咨询以及老年人便
捷就医的内容。 卢亮

丰富文娱版面内容

晚报的各版面内容
都非常丰富，我个人比
较关注文娱方面的信
息。希望晚报能增加一
些文娱方面的报道，增
强故事性、娱乐性。

尚秀影

我最喜欢看的是晚报
“小记者”。晚报不仅给孩
子们开辟了一个展示自己
的小天地，还给他们提供
了写出佳作刊发报端的机
会。晚报培养了孩子们的
阅读和写作习惯，是他们
的良师益友。 谭锦平

培养孩子的写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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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