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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的傍晚时分，寒风催促着每一个夜
归人，我也不例外。只不过临进小区大门之
前，还会习惯地走进那位济宁籍的卫老板的
小店。可能捡几个吊炉烧饼带回家当晚餐，
也可能与卫老板拉呱拉呱生活中的鸡零狗
碎。

之所以愿意走进卫老板的小店，真的因
为他是济宁人，他将济宁人的美好与善良演
绎得淋漓尽致——直爽、不算计、勤奋、务
实，无论走到哪里，始终不忘记自己的根。

最初认识卫老板，是他的小店刚刚开业
时。那是个夏天，一首《济宁之歌》被他当做
了开业典礼的交响曲，那场面不比三伏天的
气温低到哪里去。

犹记得他将4个音箱放在了店门外，
《济宁之歌》就这样单曲循环着——运河在
我心中流淌，济宁我可爱的家乡。孔孟颜曾
彰显民族之魂，李白杜甫写就旷世绝唱。梁
山聚忠义，四湖意蕴长。泗水泉林美，峄山
奇石壮。啊，运河之都，孔孟之乡。东方圣
城，礼仪之邦。啊，运河之都，孔孟之乡。东
方圣城，礼仪之邦。运河在我心中流淌，济
宁我美丽的家乡。神奇的土地，编织成锦绣
画卷。英雄儿女铸造着世纪畅想。水美人
更美，风清胆气壮。齐心唱和谐，合力颂华
章。啊，运河之都，孔孟之乡。东方圣城，礼
仪之邦。啊，运河之都，孔孟之乡。东方圣
城，礼仪之邦……

在认识卫老板之前，我对于济宁的了解
一直停留在文献资料里：东夷文化、华夏文
明、运河世界遗产，人文初祖黄帝、儒家史家
圣者，微山湖如诗如画，铁道游击队的红色
传奇等等。这些瑰宝的其中任何一宝，都足
够吸引我这个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子，
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却一直没有机
会踏上那片神奇的东方圣城。

可能是上天的眷顾垂爱，可能是美好的
事物即使被时空所隔绝，依然会有“念念不
忘，必有回响”的故事流传。几年前我认识
了一位济宁籍的文友，更确切地说，他成为
了我真正认识济宁，从而遇见《文化周末》的
小艄公。

小艄公叫刘中华，诙谐幽默、厚道靠谱，
我俩拉呱时从不囿于话题，什么天文地理、
社会热点、胡同漫言等等。惊喜的是，多数
时候的这些个拉呱，都能被我俩拉呱出个写
作的灵感来。

后来，我感叹人生得遇益友该是刘中华大哥这般吧！更让我感佩的是，中
华大哥虽然双腿不能行走，但他也会坐着轮椅，去一些现场找创作的灵感。多
年以来，他在《济宁日报》和山东的其他报纸，都有稿件刊发。

这其中，中华大哥多次说起了《文化周末》与成岳老师。继而，我开始欣喜
点赞信息时代的伟大，让我这个旅居北国的女子，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在网上读
到成岳老师亲手精心编排的《文化周末》。

两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文化周末》，却真的让我看见了成
岳老师作为一位文化使者的匠心独到之处，也让我十分动容着有幸遇见这样一
份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纸刊！于是，《文化周末》，让我这懒于投稿之人，打
开了尘封已久的邮箱，发出了第一封邮件……

至此，权且赋一阕《满庭芳》，聊表心中的欢喜雀跃——
夜梦微山，沧溟俯视，运河古韵琳琅。任城入画，太白舞霓裳。妆淡香清数

朵，千村畔、顾眷仪章。冬云送，吾心征棹，共赴此贤邦。
檀烟罗带举，生宣数尺，词话无双。四十纪，新朋羞涩愁肠。拼凑心音一

页，只为那、周末兰堂。风如水，北书插翅，落款慕鸾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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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济宁日报》结缘，恰好是报纸复刊行程的一半，整整20年。
我的童年，刚刚进入21世纪。对于农村人家来说，报纸还是稀

罕东西。哪里有？村委大院、乡村小学，还有退休的老教师、老干部
家里有。能读上报纸一直是我的奢望，而读者都是让人尊重的先
生。

2003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语文课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报纸。
打开报纸，有四五张展开的试卷那么大，浓浓的墨香味道扑面而来。

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是文字新闻；漂漂亮亮的插图，是图片新
闻。新闻是由记者、通讯员采访完成的，还有另外的一张，是和新闻
版不一样的，后来知道那是报纸的副刊，叫《文化周末》。

副刊不“副”，作品是作家们才能写的。所以，它的风格与新闻不
同，文章和插图温润而隽永。

“同学们，大家想不想成为记者，想不想成为作家？”老师这样
问。“想，想，想！”在我和同学们洪亮的回答中，梦想的种子开始萌发
了……

在老师的讲解中，我知道了这份报纸叫《济宁日报》。济宁，代表
全市规格最高；日报，就是每天都会出版的报纸。

报纸一定很贵吧？三块，五块，七八块？一年可就是几百、上千
块钱啊。什么时候，我家才能天天看上报纸。

盼望着，盼望着……
不知不觉，10年过去。小学、初中、高中，日益繁重的课业负担，

似乎让我很难有时间再想着阅读报纸。当然，也不排除玩心作祟。
10年过去，我与《济宁日报》重逢。只是，带着些许无奈、遗憾，或

者命中注定。
那年，我在县城上高二。不知学业压力过大，还是对高考太过重

视，长期的腹痛腹泻，让我难以坚持在教室。省里、市里，到处辗转；
西医、中医，皆要尝试。出行免不了大巴车，一趟两趟还好，有心看看
路旁风景。时间长了，难免枯燥，更何况是在求医问药的路上。

正因如此，每次出行前，家人都会买一份报纸。有时是日报，有
时是晨报，有时是晚报，更多的是带上一份《济宁日报》。报纸的价
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只是一两块钱而已。

开始，无心阅读，走马看花，看图片，看广告，看寻物启事，颇有猎
奇之感。合上报纸，看景，发呆，睡觉，路程长了依旧乏味。

实在没有办法消磨途中烦躁，就硬着头皮逐篇阅读。没想到，越
读越有趣味，越读越有感觉。原来新闻的每个措词，都有它固定而契
合事宜的语境表达。

比如，会议认为，是对某个事件性质的判断；会议指出，多用于对
工作情况、重要意义的表述；会议要求，则是直接而具体的指导；而会
议强调有所延伸，是对某项具体要求的细化与拓展。

再比如，肩题多虚，副题多实，而字号最大的主题则可虚可实。
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阅读的体验都慢慢沉淀下来，成为

不可或缺的写作经验。
又是10年，我成了《济宁日报》的作者。我心目中的故事写成了

文字，或密密麻麻，或玲珑剔透，飘着浓浓的墨香印在了报纸上。
今年3月，某日下午，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电是济宁市区号

码，稍作犹豫，接起。电话那端，传来厚重的声音，是乔赞吗？我是
《文化周末》成岳。寒暄过后，成老师告知我，从邮箱里看到来稿，准
备近期采用，要我提供几张配图。

我的稿子要见报了，激动的同时也在愣神。旋即，向成老师表示
感谢，并答应赶快寻找。

坦诚地说，将这篇稿子投到邮箱，纯粹抱着投石问路的想法。之
前，有文友也说，《文化周末》是知名副刊，上稿很难。这一点，我是心
中有数的，甚至还小气地认为不收自然来稿。在此之前，曾将几篇自
认为较好的文章投稿别处，结果都石沉大海。

约两周后，成老师发来微信，是当天的《文化周末》。而我那篇标
题被改为《一河数百里：跟我去陪尾山探源》的文章，放在了头条位
置，几乎占了整版的大半。

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作者来说，首次发表就登上头条，是《济宁日
报》给的莫大的鼓励。此后，我又创作了系列文学、新闻作品，也都登
在了各个版面的头条、倒头条等重要位置。对此，一直感激在心。

20年，从读者到作者，弹指一挥间。期待着，盼望着，与《济宁日
报》的一路走来。

我与《济宁日报》的20年
济宁市泗水县政协 乔赞

报纸被誉为“散装的百科全书”，读报可
以学习知识、增长才干。集报可以陶冶情
操、广交报友，于是我也加入了这项有益的
群众性文化活动。

在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我有千余报
友，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为集报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整天忙着寄报、收报、阅
报和整理报纸，极大地充实了我的业余文化
生活。

2003年9月，我应邀出席了在临沂召开
的第八届全国集报发展研讨会，首次见到了
联系多年，但一直未曾谋面的报友代表300
余人。大家非常高兴，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并赠送报纸，相见恨晚。夜已经很深了，所
有房间依旧灯火通明，大家久久不愿散去，
在这个属于集报人自己的盛会里，畅谈集报
发展大计。

济宁报友黄万奇为大家免费散发了《济
宁日报》，近 400 份报纸数分钟被争抢一
空。我有幸得到弥足珍贵的两份，高兴得像
个孩子欢呼雀跃。回兰后，我把这次收集到
的百余种报纸一字摆在地板上，畅游在报纸
的海洋里，尽情享受拥有报纸的快乐。

忽然，我眼前一亮，《济宁日报》4个大字
映入眼帘。这份报纸的版式设计，深深地吸
引了我的眼球。我拿起来仔细欣赏，尤其是
副刊上的美文，更是我的最爱。我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只把报纸读，全然忘记了周围
的一切，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才恋恋不
舍地放下。报纸，整天与我形影不离，成了
我的灯下客、桌上餐。

“断顿”的日子总是寂寞难耐，整天一副
魂不守舍的样子，干什么也没有心情，懒懒
地躺在床上。父母以为我生病了，非要拉我
去看医生。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求助黄先
生，没想到他大力支持，源源不断地为我寄
来不少他看过的报纸。为了便于阅读，我把

副刊上的美文剪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
《报海拾贝》上。闲暇之余，有一杯香茗陪
伴，就可让我度过快乐的一整天。

报纸看得久了，手就痒痒，让我这个“码
字学徒工”怦然心动，试着写了一篇“豆腐
块”，居然发表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信心
倍增，常常挑灯夜战，任笔在纸上驰骋。有
时都睡下了，忽然想起几句，便爬起来记录。

从之前的石沉大海，到现在的见诸报端，
圆了我梦寐以求的发表愿望，还被兰州市作
协吸收为会员。面对荣誉的花环，我不骄不
躁，坚持读报写稿，成了足不出户的写手。

2020年9月15日，《济宁日报》推出一
份《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济宁抗疫”典藏特刊》。得知消息后，我立
即联系黄先生。他说：“各地报友电话都打
爆了”，一时间“济宁纸贵”。

我犹如跌入了万丈深渊的冰窟，冷得叫
人心痛，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满脑子都是特
刊的影子。得到日思夜想的特刊，成了我的
一块心病。

漫长的几天后，我再次联系黄先生。他
说：“只找了为数不多的几份。”我像抓住了
救命的稻草，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帮助
一份。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他终于松口，
答应给我1份。

闲暇之余，我如数家珍地欣赏着。这份
《济宁日报》在我收集的疫情防控特刊中独
树一帜，鹤立鸡群，难怪得到报友的热烈追
捧。手捧着梦寐以求的特刊，心里比吃了蜜
还甜。我把特刊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大号塑
料袋，精心收藏了我的“镇馆之宝”。我的家
庭藏报馆，是被分会评为二星级的。

《济宁日报》是我喜爱的报纸，值此复刊
40周年之际，我谨以一名读者和收藏者的身
份，衷心祝愿《济宁日报》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为济宁的发展再立新功。

散装的百科全书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 张辉

结识《济宁日报》是在1996年12月。那年，我由尚河中
学借调到原尚河乡党政办公室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当时，写
点诗歌、散文什么的倒还凑合，一提到写新闻报道，可真的像
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刚借调的时候，觉得能在《邹城市报》上露露面就谢天谢
地了，哪里知道还有更高一级的报刊。我是8月26日到乡党
政办公室的。起初的一个多星期里，几乎昼夜不停歇，唯恐
写不出东西来让人家笑话。天道酬勤，9月10日一篇题为
《种养结合富了罗圈峪村》的报道，就在《邹城市报》刊登了。

也就一个多月，我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邹城市报》了，这
个时候我发现了《济宁日报》。于是，把办公室里能找到的《济
宁日报》全找出来订在一起。起初只知道来回地翻，看得遍数
多了，慢慢地发现，第1版与第2版的新闻有区别，第2版与第
3版的文章也不一样；周末版最好区别，全是文学作品。

接着又发现，不管哪一期的报纸，同一个版面上的文章基
本相似，而且同一个版面上的编辑基本是同一个人。这时候
才意识到报纸不仅有“版面”之分，还有“专栏”“专题”之分。

从中还看出，每个版面、每个专栏都有相对固定的编
辑。于是，我就通过版面研究文章，通过文章感悟编辑。之
后再看自己的文章符合哪个版面，有的放矢，不盲目地写，也
不再盲目地投了。

这样细细研究了不到两个星期，开始向《济宁日报》投稿
了。本以为石沉大海，哪知道投了第3篇的时候，一篇题为
《尚河乡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的稿子就见报了。那是1997年
1月6日，不仅见报，而且稿子还发得比较长，1059个字。这
让我欣喜若狂，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

接下来自然是抓住时机，更加努力。仅2017年1年，就有
13篇稿子刊发在《济宁日报》上。其中头版3篇，2版头条2
篇，3版头条1篇。我还拿到了这年报社举办的“香港回归·党
的生日”征文奖。

从1997年1月6日的《尚河乡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到今
年8月6日的《闲置院落的富美蝶变——邹城市撬动社会资
金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止，我在《济宁日报》已经发表
多篇（首）新闻、言论、诗歌等文章。

就这样，我从县级报学步，从地市级报起跑，再到省级的
《山东科技报》《山东人口报》《联合日报》《齐鲁晚报》《人民权
利报》《农村大众》《大众日报》，最后踏上国家级报刊《党政周
刊》《乡镇论坛》《党建研究》《人民日报》、人民网·强国论坛、
新华网、中国农网、凤凰网等等。

作为一个乡镇通讯员，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新闻报道的路上，我经历了基层通讯员的奋力
前行。前后27年，我当过8位乡镇党委书记的秘书，至今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回首走过的路，尽管也有“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的感觉，但更多还是“山头斜照却相
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情怀，这归功于《济宁日报》对我的眷顾和无
微不至的滋养，她当之无愧地成为我“成长的沃土，进步的阶梯”。

《济宁日报》告诉我：结识一份报纸，先是了解这份报纸的版面和专栏，进一步结识的是版
面、专栏背后的编辑风格；深层的结识，则是感悟编辑风格折射出的办报理念和气魄。

办报理念和办报气魄，是报纸的灵魂，更是报纸的生命力所在。好的报纸，特别是党报，
在唱好主旋律的同时，应该主动当好群众的“意见箱、扬声器”，领导的“千里眼、顺风耳”，发展
的“风向标、指南针”，稳定的“防火墙、减压阀”，不能唱高调、说空话，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鹦
鹉学舌、不知所云。在媒体发展变化一日千里，形式多元、优胜劣汰的今天更是如此。

40年来，《济宁日报》摸爬滚打，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
她“唱响主旋律”的历史重托，为济宁的发展稳定做出了贡献。

1996年以后《济宁日报》的发展变化，我一直关注着。因为，这个27年间，我一直痴心不
改投稿，《济宁日报》给予我27年的滋养关怀和倾情关注。

《济宁日报》穿越历史烟云，沐浴现代风韵，披荆斩棘走过了40个不平凡的春秋，而今迈
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融媒体时代。在信息传播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纸质媒体《济宁日
报》“老少咸宜、易于珍藏”的独特优势，必将历久弥新。

衷心祝愿《济宁日报》永葆“化蛹才能成蝶”的韧性和“浴火方会重生”的气魄，以“危机中
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的拼搏进取精神，在融媒体竞争与发展中宝刀不老、青春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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