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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错台

“互动”版联络方式：
邮 箱 1561384497@qq.

com，或者关注“燕赵都

市报”微信公号、官方

微博留言。欢迎赐稿，

我 们 期 待 您 的 参 与

（注：投稿请写详细地

址，并请留下电话便于

联系）。

争鸣

啄木鸟

互动版微信群已
超百人,如想加入,请
先加微信my000310
再邀您入群。

讲时效
要一分为二地对待

“以致于”
应改为“以致”

12月11日18版《蔡康永：为你自

己活一次》，文中最后一段第5行“一

位老太太跟他的孙子说”，“他”应为

“她”。

12月12日16版《“妈妈在泳池边

等你”》，文中“成功卫冕，汪顺还有终

极梦想”第 5 段最后一句“总要挣光

啊”，“挣光”应为“争光”。

山东省无棣县 刘学英

12 月 7 日 6 版《邯郸一酒驾男子

“戏精”上身被识破》第 4 段倒数第 1

行“被抓了现形”应为“被抓了现行”。

12 月 10 日 10 版《母婴店为何成

为“育儿谣言”重灾区？》提示词第2段

第1行“二胎政策”应为“二孩政策”。

石家庄市 燕云波

12 月 9 日 16 版《思溪古村说聊

斋》第1栏倒数第3行“工夫全在那些

精致古雅、缜密繁复的木雕砖雕上”，

其中的“工夫”应该是“功夫”。

邯郸市 张千峰

朋友圈

曹恒泽老师在12月3日“互动”

版发表的《“互动”版也应注重时效

性》让我有同感，尽管上面也有我一

篇迟发的文章，我本不该“恩将仇报”

对此再说三道四的，但直言乃真朋

友，直言乃真读者。评论新闻的文章

迟发，肯定有国庆节不出版的原因，

也有编辑行动不快，节奏不紧的原

因。虽然“互动”版是周报，肯定要有

一定的时间滞后性，这是必然的，但

这样的文章真的该有点时间限制，掌

控合适的期限。为了改善这方面的

工作，可以首先告知读者评论新闻必

须就近期新闻热点，不要选择过去很

久的新闻进行评论。其次，加快编发

速度也是关键的一方面。有些评论

质量不错，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按时

出版的，也只能痛惜别过，选最近的

新闻评论。的确如曹老师所言，适当

讲究时效性，也应该成为“互动”版的

标配。

但文章中提到的“捉错”一味地

讲究时效性，就不敢苟同了。因为捉

错针对的是错，有错必认，有错必纠，

这是最重要的。再就是明显的错误，

可以加快发稿速度，而有歧义的，则

必须慎重，不能只讲究速度。只要是

错，哪怕是两个月了，如果是重大错

误才被发现，也完全可以刊登出来，

以示警诫。就是不是重大的，是一般

人没有挑出来的，也是原来没有犯过

的错，也是可以挑出来发表的，这时

应该以质量为重，而不是以时效为

重。尤其一些错误，还需要请教专家

进行甄别，以确保正确无误，不能因

为匆忙“纠错”而又出错。在这方面

就不宜强调时效性。偶然有之，可

忍，不必较真。

总之，一句话，时效性该讲，但要

一分为二，一张报纸是不是受人喜

欢，看的是内容和质量，作为读者急

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更需要正确面

对。

井陉县 孙建国玩手机不能演变成玩命

又到一年一度的订报时节。那天，老婆一

本正经地问我明年的报刊咋个订法，我当然明

白，老婆是在明知故问，我伸出双手，打出了两

个“ok”的手势，老婆自是心领神会，扑哧一下，

乐了。这是我和老婆的专属暗语，意为“三报三

刊，真情不变”。

这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当属《燕赵都市报》，

自打 20 年前，这张报纸到我家以后，就再也没

有离开过，俨然成了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当初，老婆是给我立了规矩的：订报可以，

但不能动用家里的“财政资金”，订报款得自己

“创收”解决。这倒不是老婆抠门，家里的情况

明摆着，上有老，下有小，加之老婆下了岗，日子

过得本来就拮据，一年成百上千的订报款的确

难以承担。于是，我生出了“以文养报”的想

法。别人业余时间喝茶聊天打麻将，我则把自

己关在陋室，绞尽脑汁写文码字，虽然因水平不

济，写得多，发得少，但架不住笔耕不辍，时不时

会有“碎银”入账，一年下来，还真就还上了老婆

垫付的订报款。老婆冲我竖起大拇指，美得我

心里像开了花。

这些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新媒体

的风起云涌，纸媒受到了巨大冲击。老婆用关

心的口吻对我说：手机里啥都有，报纸干脆就别

订了，再说，一把年纪的人了，整天陷在文字里，

太辛苦了。老婆的好意我并没领受，在我看来，

纸媒阅读的方式，天长日久，已然成了我的生活

习惯，让我放弃，无异于精神的倾覆。每天饭后

读报，是我身心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候，此种况

味，妙不可言。

我依然行走在“以文养报”的路上，尽管家

里的日子好了以后，老婆提出可以动用家里的

“财政资金”用作订报款了，但这回轮到我拒绝

了，“以文养报”早已成了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必须完成，不能打丝毫的折扣。一方面让我埋

在心底的文学梦想能够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

能给我这个大懒人套上“紧箍”，让自己变得勤

快起来，不至于在颓废中走向消沉。这其中，我

在《燕赵都市报》的发稿量最大，因为熟络，所以

懂得，投稿的针对性自然也就强了许多。

以文养报，乐得逍遥。对于年过半百的我

来说，纸媒在我心目中的位置，非但没有因为时

代的变迁而削弱，反而呈现得更加立体和厚重

了。

保定市 赵同胜

以文养报乐逍遥

说实话，如果单从时间上来看，我肯定是一

个资深的“低头族”，近些年来我一直痴迷于低

头玩手机，简直到了忘我的程度，不管啥时候只

要一离开手机就好像六神无主，因为玩手机我

还耽误过不少正事儿。不过我倒一直没觉得这

是什么大毛病，也绝对不相信这会造成多么大

的后果。然而，12月4日《燕赵都市报》第14版

题为《一名“低头族”被判刑还赔了20万》的报道

却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怎么玩手机还能玩成这

样啊！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报道，它的大概内容

是：广东中山火炬开发区一名行人未按交通信

号灯横过马路，并在过马路时使用手机，结果与

行驶中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乘客死

亡，日前被法院依法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同时，胡某在审判阶段与

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被害人家属20万

元。

敢情这玩手机还玩出人命来了，这还了

得！正在我发出如此感慨的同时，经常唠叨我

的老妈也顺势教育我，她说玩手机玩出人命的

事情已经不少了，有人因为只顾低头玩手机撞

上了飞速奔驰的汽车，也有人因此而掉进池塘

淹死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千万不要老是

玩手机。是啊，从报道中提到的这起交通事故

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低头玩手

机，如果不是一味地低头玩手机，那名肇事者不

可能看不到交通信号灯，也不可能注意不到前

面的车辆，更不可能导致他人死亡，不可能把自

己弄成“罪犯”。这一次这名行人花了20万给自

己也给我们大家买了个教训。《燕赵都市报》的

这篇报道通过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手机确实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便利，我们也完全可以正常

玩手机，但绝对不能让玩手机演变成玩命。

涞源县 杜丽鹏

“都市广记”
小笑话呼唤大手笔

平时很爱看“都市广记”版，那一篇篇诙谐

幽默的小笑话，读后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平时

绷紧的神经瞬间得到了些许放松，工作和生活

的压力也得到了化解。然而，一期期的“都市广

记”读下来，我渐渐有了一些不满足，斗胆写下

几点不成熟的想法，请方家指正。

从宽泛的角度讲，我觉得笑话也应属于文

学的范畴，更准确地讲，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

既然是文学，就应提倡原创。可是，“都市广记”

里的一小部分作品，读来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

“一稿多投”虽然不反对，但至少不应该提

倡。所以，希望编辑能多把把关，尽量保证刊发

的作品是原创而不是改编或推荐稿。

目前，“都市广记”刊发的作品都很短，少则

几十字，多则百余字。读这样的文章的确感觉

很轻松，但全是这样的文章就感觉不过瘾了。

我希望“都市广记”能多刊发一些长点的幽默故

事，比如五六百字。这样，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

“都市广记”的品位。小笑话既然属于通俗文学

的范畴，就应该遵守文学的一般规律，担负起文

学应有的责任。让小笑话少一些抖机灵、脑筋

急转弯，让人在欢笑之余有所思考，有所收获。

努力做到通俗而不庸俗，高雅而不高深，这样宣

传效果可能会更好。这就好比是吃饭，青菜固

然健康，但一桌素菜里能加一两个荤菜可能会

更促进人的食欲，更利于健康。当然，提出这样

的要求，对“都市广记”的作者和编辑都是不小

的考验，会大大加大编辑的工作量。但是，我认

为唯有这样，才能逐步提高栏目的品位和档次，

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石家庄市 柳如烟

意见箱

12 月 5 日 第 12 版

《“村史馆”里的“老物

件”》文第2段第6行“以

致于如今好多孩子都不

认识它们了”中的“以致

于”，应改为“以致”。

“以致”是个连词，

当“致使”讲，用在下半

句开头，表示下文是上

述原因所形成的结果，

多 指 不 好 的 结 果 。 如

“他由于粗心大意，以致

将地址写错”。上例中

表述的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应写“以致”。汉语

中没有“以致于”这个

词。

将“ 以 致”误 写 为

“以致于”，是受了“以至

于”一词的影响。“以至

于”亦作“以至”，也是个

连词，当“直到”讲，含义

基本同“以致”，但在使

用时不强调用于“不好

的结果”。

“以至”“以至于”

“以致”义同，但不能写

“以致于”。

石家庄市 王德彰

12月11日都市报一版一则标题《镇政府大

院里摆摊儿卖大蒜》让我眼前一亮。

报道说的是河间市沙河桥镇政府宣传委员

付家涛同志在近期走访中，得知该镇西旧馆村

贫困户、残疾人王洪杰，自产的700斤大蒜因腿

脚不便卖不出去的烦心事。然后向领导汇报

后，将大蒜拉到镇政府大院摆摊儿出售，爱心扶

贫的事儿。读后让人心里暖暖的。这让我不禁

想起了今年7月份澎湃新闻上报道过的大名县

县长苏雷芳看到当地大蒜滞销，为蒜农代言，网

上卖蒜的事儿。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

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诺言。与那些“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推诿扯皮、互踢皮球”的官

僚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虽普通，但却真实体现了基层政府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工作作风，让老百姓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值得点赞。

报道暖人心、接地气，大家喜欢看，真心希

望以后多多刊发这样的报道。

邯郸市 曹恒泽

有感于镇政府大院里卖大蒜

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