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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新一小学的
消息，为庆祝《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架起大庆与济
宁友谊的桥梁，11月11日下午14:00，在萨尔图区关
工委组织下，由东新一小学航模科技社团选拔的2名
优秀队员担任发射手，在大庆市时代广场举行了JN-
23火箭发射仪式。

校方援引13日《济宁日报》消息说，活动当天的大
庆，气温－4℃到－12℃，空气质量优，苍穹碧蓝，万里
无云。JN-23航天模型火箭发射成功后，经由网络模
拟轨道，穿越黑龙江省境飞向山东，于19时17分抵达
济宁新闻大厦上空，向《济宁日报》盘旋致意飞行后，
按预定航线返回萨尔图区9号院草坪，“JN-23”发射
圆满成功。

据悉，东新一小学长年开展航模科技社团特色活
动，重视学生科技素养的培养。承担JN-23航天模型
火箭发射任务的陈庆泽同学，参加了今年举行的第二
十四届“飞北”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获
得“飞翼滑翔机冲浪”项目一等奖，“水火箭打靶”项目
二等奖，“手掷滑翔机三人接力”项目二等奖。苗洲硕
同学是今年新入社团的队员，热爱学习，表现优异，对
航空航天领域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立志要努力
学习，长大为祖国航天事业作出贡献。

东新一小学航模科技社团自2007年创立以来，
在赵晶老师的辛勤付出、潜心钻研、精心培育下，已参
加了百余次科技模型竞赛及活动，取得令人瞩目的好
成绩。

据介绍，东新一小学将一如既往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持续发掘学生的科技潜力，让“科技
之花”绽放校园。

■赵晶 摄影

庆祝《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

黑龙江小发射手完成
JN-23航天模型火箭发射

付佳

1985年夏天，我高考落榜
了。看着昔日的伙伴一个个走
进高等学府，我一时痛苦、失望、
迷茫……

母亲拍拍我的肩，说：“世上
没有过不去的坎，好男儿不掉
泪。你在学校作文很好，给报纸
写呀？”母亲不识字，却说出了做
人的道理，还把家里卖猪的钱给
我，叫我上邮局订报刊，我订了
《济宁日报》《农村大众》和《时代
生活报》等好几种报刊。

我又找来一些讲写作的书，
白天下地，夜里烛灯为伴，书报
为友，写一个个心中的故事。

有一天，我写的《马庆银自
办农民家庭文化室》，在《济宁日
报》发表了。这给了我巨大的鼓
舞。后来又发表了《南站镇聘请
廉政监督员》《一条裤子的回忆》
《一张样报寄深情》等几十篇稿
件。

我并不是专门的新闻报道
员，但每年为党报写稿的积极性
却很高，也受到当地的重视。

1995 年冬天，俺村村委换
届，我被村民选进了村委会，成
为一名村干部。那时，每个村都
订阅多种党报党刊，有《人民日
报》《大众日报》《农村大众》《济
宁日报》等等。

每次邮递员来村里，我都是
第一个迎上去，接过当天的报
纸，如饥似渴地读。我文化水平
不高，平时却酷爱写作，那时已
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十多篇
稿件。我平时喜欢阅读，读书看
报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众多报刊中，我对报纸的
副刊情有独钟，特别是咱家乡的

《济宁日报·星期天刊》，后来改成《文化周末》。每次拿到报纸，
我都会放下手中的活，专心阅读上面的每篇文章，静静倾听每
位作者的心灵独白，倾听他们情感流淌的声音。

《文化周末》不仅是家乡党报的副刊，而且在全国也很有名
气，更重要的是编辑老师甘于奉献，乐于为作者、读者做嫁衣。
虽然我与编辑素不相识，每次给《文化周末》的稿子，也都费尽
心思反复修改润色，直到自己满意才发出去，但每次发表后总
会惊喜地看到，经过编辑的修改，文字变得更精炼，题目变得更
吸引读者，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2017年，我写了一篇团中央领导两次回信鼓励我努力学
习、勤奋劳动的稿子，寄给了《文化周末》。素不相识的主编成
岳老师很快让记者来我家作深度采访，并把这些往事刊发在
2017年7月21日的《文化周末》头版，这使我深受感动。

30多年了，我与《济宁日报》成了一路相伴的老朋友。我先
后在全国多家报刊台和网络媒体发表了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
在《济宁日报·文化周末》发表的就有几十篇，有的还在国家级
媒体获奖。现在，我还是市级作家协会的会员。回顾走过的路
和取得的点点成绩，这与《济宁日报》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济宁
日报》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

现在的人们都喜欢通过网络看世界，也可以阅读数字化的
书和报纸。但我一直看纸质的《济宁日报》，就是为了读到自己
喜欢的《文化周末》，每次捧着刊有自己文字的报纸，闻着清新
的油墨香味儿，心中便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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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40年，我与《济宁日报》”主题作品征集启事，笔者
脑海里浮现出1994年《济宁日报》举办“人间真情”征文大赛
时的记忆，笔者参赛并获奖的作品《分分角角都是情》，演绎
了一段救助孤儿的佳话。

那是1994年初，笔者无意间听唐马乡卷棚楼小学的老
师说起，该校五年级二班11岁女生小王，6岁丧父，8岁时母
亲撇下她改嫁而去，她由奶奶和叔叔、婶婶抚养，供她上学。
白天她跟叔叔家吃饭，晚上和奶奶作伴。

天有不测风云。1993年春节前夕，叔叔因病去世，80多
岁的奶奶再也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春节后不久也离开了
人间。叔叔、奶奶相继去世后，婶婶既要照顾责任田，还要负
担自家刚上学的两个孩子和小王的吃穿住用。

春节后开学，学校为了照顾小王，免除了她全部的学杂
费，但一学期的书籍笔墨纸张费，仍不是一个小数目。已经
懂事的小王再也不愿让婶婶为自己东借西凑而犯愁。她默
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书包, 瞒着婶婶向老师和同学们挥泪告
别，回家帮婶婶搓绳、打包、割猪草。

小王辍学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校园。她无奈的哭声震撼
着全校师生的心，师生们不自觉地向着校长办公室围拢过
来。老校长哽咽着说：“小王是我们卷棚楼小学的一员，她的
困难就是我们大家的困难，我们为她捐款买书，决不能让她
失学……”

一呼百应，师生们你10元、我5块、他8角……许多低年
级的小同学把自己崭新的压岁钱也拿来了，当场就捐款180
余元。五年级二班的刘峰，看到同学们都为小王捐款，急得他
团团转，自己身上没有钱，忙跑回家去要，可爸爸、妈妈刚好不
在家。急中生智，他把春节留下的两箱空酒瓶全部卖给了货
郎担，将所得3.2元交到老师手中。还有四年级一班的宫新
侠，她家兄妹多，比较困难，无力为小王捐款，就将爸爸从批发
市场上给她批的本子拿了5本，第二天装在小王的书包里。

小王又能继续上学了。新学年里，她被同学们推举为少
先队中队长。她在作文中写道：“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我

这个孤儿不孤，我一定要克服困难，决不辜负老师和同学们
对我的关怀……”

笔者写的师生为孤儿捐款的征文《分分角角都是情》，于
1994年4月24日《济宁日报·星期天刊》见报后，在鱼台乃至
全省引起反响。鱼台县教委、县妇联的领导专程看望了小
王，并与有关部门协商，想尽千方百计救助这名孤儿。

泰安市泰山风景名胜管委会退休职工宫本昌老人，从征
文中了解到小王的遭遇后，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30元寄
给小王。济宁市霍家街小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少先队员，
将自己在《家教导报》发表习作的5元稿费寄给了小王，并在
附信中说：“从‘人间真情’征文了解到你们学校师生捐款助
你复学的消息后，深为你们学校师生的真情所感动。今邮去
5元稿费钱，数目虽小，但这是我用劳动和智慧换来的，我很
珍惜它。愿你我都好好学习，成为一名有知识，对祖国对人
民有用的人……”还有鲁抗医药集团总公司一位署名“王姨”
的阿姨，汇来了20元钱，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每
收到一笔汇款，小王都记录在册并立即回信，表达感激之情。

在全社会的大力帮助下，一年后，小王以全校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了唐马乡中学。1995年元旦前夕，鱼台县教委接
到了省“希望工程”提供给鱼台县的第一笔“希望工程”赞助
款。小王和全县其他20多位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获得了
鱼台县首批“希望工程”赞助。在接受捐赠仪式上，小王代表
全体受助同学发言，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

笔者再次给济宁日报社写信，介绍征文发表后社会各界
关爱小王的情况。1995年1月22日，《济宁日报》再次进行
专题报道。

这次，为写好“40年，我与《济宁日报》”主题作品征文，
笔者11月5日下午与小王的婶婶通了电话，小王的婶婶对大
家的帮助表示感谢，还说小王2002年高考被青岛大学录取，
毕业后留居青岛，在一家国企从事文秘工作，后来成了家，女
儿今年刚好11岁，正是故事开头小王那时的年纪。

一篇征文引出一段佳话
济宁市鱼台县唐马镇教委 章结队 刘玉柱

我收藏着 20 余份
《济宁日报》，分别是
2001年 1月 1日的《济
宁日报—世纪特刊·珍
藏版》《济宁日报·星期
天刊》《济宁日报·生活
周刊》和《济宁日报·生
活导刊》。

说起我和《济宁日
报》的缘分，还要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那个时候我在兖矿集团
兴隆庄煤矿上班，各个
区队都有一份《济宁日
报》。因为我在单位从
事后勤工作，每天都要
到矿上的收发室去取报
纸。我有一个习惯，就
是每天取回来的报纸，
都要大体浏览一下。因
此，《济宁日报》在我的
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2001 年元旦这一
天，当我拿回报纸浏览
的时候，不禁眼前一亮，
鲜红的《济宁日报》4个
大字，让我耳目一新，
《世纪特刊·珍藏版》更
是光彩夺目。我被特刊
的文章和照片所感染，
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份值
得收藏的报纸，我毫不
犹豫地就把报纸保存起
来，一直收藏到现在。

《济宁日报》复刊
40年之际，当时的情景
依然历历在目。《世纪特
刊·珍藏版》共有40个
版面，头版头条是新年
贺词，第36版是“世纪
寄语·迎着新世纪曙光，
创造更美好明天”，整版
都是个人签名，足足有
上百人，第一个签名的
是济宁人乔羽老先生。
特刊的导读列举了7个
版块，分别是要闻时事、
世纪回声、经济大观、圣
地神韵、生活万象、世纪
畅想和形象展示。

从此，我对《济宁日
报》更加喜爱和关注。
到2001年，先后收藏了
20余份《济宁日报·星
期天刊》。最早的一份
是2001年1月14日的
第4568期，最晚的一份
是 2001 年 9 月 2 日的
第4795期。

再就是 2001 年 8
月 26 日的第 4788 期

“运河文化专号”。这一
期发表的文章，让我了
解了运河与济宁的渊源，对运河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期专号的第一版，用一个整版刊登了《运河与济
宁》。文章分3个篇章介绍了运河开通与济宁各项
事业发展的来龙去脉。一是“运河开通，大力促进
城市建设，济宁成为河都名城”；二是“运河开通，大
力促进经济发展，济宁工商业繁荣”；三是“运河开
通，促进南北文化融汇，济宁文化昌盛”。同时，还
配有一幅《古运河鸟瞰》的照片。

第2版和第3版是连版，在一个大标题“运河从
这里流过”下面，刊登了12位作者的文章，以不同时
期、不同视角，叙述了运河与济宁的前世今生，以及
今后的发展方向。而第4版由3个小版块、22幅照
片，把济宁的旧貌新姿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
3个小版块分别是：运河古风、运河文化和运河新
貌。

读了“运河文化专号”，使我对运河产生了极大
的兴趣，20多年来，对运河文化一直抱有一颗探索
之心，以至看了电视连续剧《运河风流》后，写下了
一组（六首）格律诗“运河风流”，这是后话。由于工
作岗位调整，我不再负责拿报纸，也就不能第一时
间拿到《济宁日报》了。但冥冥之中，总有那么一种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左右着。

没有想到的是，2005年1月21日，我的稿子有
幸登上了《济宁日报·文化周末》第50期。

为了写今天这篇征文，我让儿子找来一份近期
的《济宁日报》，当我看到2023年10月30日的《济
宁日报》时，感到既亲切又陌生。亲切的依然是鲜
红的报头，陌生的是多年没有看过的《济宁日报》，
无论是排版还是印刷，和20多年前比起来，都有很
大的改观，我心里很是欣慰。

岁月悠悠，复刊后的《济宁日报》，转眼到了不
惑之年，我也退休10年了。当我看到这“《济宁日
报》40年”征文启事，突然想到了我收藏的这些《济
宁日报》，就急忙翻找出来，仔细看了一遍。

20年后再看这些报纸，感慨颇多，收获颇多。
我和《济宁日报》的缘分，起于偶然，始于必然。从
初识、收藏，到登上《济宁日报》，这就是一种缘分使
然。《济宁日报》，在我的心目中既亲切又温馨。

《济宁日报》在不断发展壮大，为广大读者奉献
着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借这个难得的机会，祝
《济宁日报》在未来的日子里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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