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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我嫁到山东一个偏僻的小村，过着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居生活。我住的村庄，东头有棵老
槐树，夏天农闲时，就会有八九个村妇来到树下，一边乘
凉，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

她们议论的话题，总是从谁家的男人会种地挣钱，
谁家的婆婆会照应孙子扯到男女关系上……我不太会
闲扯，就搬了小板凳，坐在树下拿着一张《济宁日报》认
真看。

当时，报纸和书籍在小村里很难见到。手里的这张
《济宁日报》，还是一次我到村委会参加计生普查时发现
的，说了很多好话向普查组长借来的。

我看报痴迷的样子，引得一旁的几个村妇撇着嘴嘲
笑。在她们眼里，看报纸就是装懂和显摆。我不理会这
些，在这个偏远的村庄里，这份报纸是我唯一了解外界
的窗口，它像光一样吸引我，令我无限憧憬……

我被几个村妇说中了，没过多久，男人找茬打了我，
因为我偷偷跑到十几里外的邮局，自作主张订了一份
《济宁日报》和几本文学杂志，辛苦大半年换的钱，一多
半让我跑了趟邮局花完了。想想半年的收获，用在家里
就是几个月的零花，被自己独占了，何况男人眼里有着
不打不行的表情！

想着有报纸和书籍可读，我擦擦泪，欢快地在秋风
中挥舞镰刀收割大豆。

多少时候，我手里拿着报纸，独自坐在田埂上仰望
天空，天边有一朵火红鲜艳的云，轻巧而美丽令我无法
形容，久久看个不够，就止不住怦怦心跳。我开始想象
天边那云是什么？从哪里来又到哪儿去。

这样的想象，给了我一次又一次模糊的悸动。在这
片我亲手营建的田园里，我曾经无怨无悔地劳作，清脆
的麦茎和嫩叶上，挂满了我含辛茹苦酸涩的汗珠，而那
天边美丽的云朵，给了我妙不可言的激动不安，就像一
种无法言语的渴盼，牵动我的心。

在多少希望与渴盼中，在多少扑朔迷离的睡梦里，
我无数次地想象能有一次机会，在报刊上表达属于我自
己的那一份文字和语言。就这样，带着渴望和梦想，我
开始创作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通讯和一些散文、小说
类的文学作品。

许多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的日子，我带着两
脚泥巴，带着我的文稿离开一畦又一畦的田野，走在通
往邮局、通往报社的路上。

忘不了的是，在一个明媚的春日，我拿着一摞厚厚
的文稿，第一次走出村庄，高兴得像个孩子，眼里充满真
诚与热望，极纯粹地踏上了进城的班车，到济宁日报社
送稿子。

当接待我的编辑老师知道我的姓名和来意时，他递
给我一张报纸，告诉我近期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我写的文
学作品。投了3年多的稿子，终于发表在报纸上！我无
法形容当时的心情。

那天，我恍恍惚惚离开报社，思绪万千坐上回家的
班车，直到我的双乳鼓涨，奶水滴答滴答地顺着衣襟往
下流，我才发现班车坏在半路上好久了。本该中午到家
的班车，天很黑了才修好。男人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焦

急地等在村口。看到下车的我，他一把揽住，紧紧地攥
着我的手往家走，我的心里顿时暖意融融。

第二天，心情美丽的我早早起来，准备给男人做一
顿他喜欢吃的早饭。推开门，我呆住了，扔了一地的书
和报纸，像招魂的幡帜被风刮得满院子打转，呼啦呼啦
地响……

我抱着女儿，欲哭无泪地坐在院子里，心情茫然地
看着男人捡拾地上的书和报纸……

村里人知道我写的稿子发表在报纸上，看我的眼光
也变了，就连我家男人的态度也有很大改变。我看报、
读书、写作时，他不再阻止，而是主动把我怀里的孩子接
过去，主动做些家务活。

转眼到了仲夏。一天下午，突然狂风大作，一场暴
雨即将来袭。我去关被风吹开的大门，一个中年男子在
狂风中推着自行车，踉跄地奔过来，准备在我家门楼下
避雨。

我把他请进家里，他自我介绍姓陈，在市里工作，这
次独自骑车下乡调研，赶上了这种天气。他让我称呼他
陈同志，他面带惊奇地发现，我家里有很多报纸和书，尤
其是看到我在《济宁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他一边感叹，一边开心地和我聊报刊和文学的话
题。雨停了，陈同志临走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还鼓励我
说：“是人才就会有用武之地。”嘱咐我到镇政府，找组织
推荐我到市里文化部门工作，市里正缺文化人才。

从那以后，备受激励的我一边给镇里写新闻稿，一
边拿着在《济宁日报》发表的作品，三天两头去镇政府，
求政府把我的个人材料推荐到市里。就这样，几经周
折，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推荐工作的事仍然没有着
落……

多少难眠的夜晚，我一边轻拍女儿入睡，一边读着
《济宁日报》编辑老师们的来信。信里字字是指导，句句
是鼓励，我知道还有这一切感动着我，激励着我，点燃着
我，我更加努力了。无论严寒酷暑，那些亮闪闪洒落遍
野的汗水和倔强的背影，笔耕劳碌着的，奔波着的那是
我……

永志难忘的是那年的秋天，来不及回顾与张望那一
片片硕果累累的田野，我匆匆暂别劳碌的家园，参加济
宁日报社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

那年的秋天给了我一个悠远、纯净、无痕无声的惊
喜。

就是那年秋天10月的最末的一天，我离开村庄，走
向城市，走向梦寐以求的工作岗位，向着光的方向奔赴。

在即将离开家、离开村庄的日子，我无比爱怜地抚
摸整理那些陪伴多年的报刊，抚摸第一次发表在《济宁
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心头别有一番滋味。这样的舍弃
和留恋，折磨得我心思恍惚，泪流满面。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与村庄的距离越来越远。时间
在流转，转不去我对那段追光岁月的眷恋、热爱和感
激。那张第一次刊登我作品的《济宁日报》，那些编辑老
师们的信件，至今依然像光一样照耀着我，激励着我，温
暖着我，那亮色与厚度，定格在我人生旅途上的每个瞬
间，给我的生命以自信和力量。

追光的岁月
中国城市发展联盟 北往

时间就像沙漏里的沙子，
总在不经意间溜走。在来济宁
的这些年里，有位朋友就像久
违的故人，陪伴在我的精神世
界里，她就是《济宁日报》。

想起七八年前刚来济宁
时，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是陌生
的，这种陌生带来的是好奇心
——我想知道这个城市的过
去，它现在真实的样子，它将
来如何发展。

一个偶然散步的机会，我
在一家商店的冰柜上看到一
沓摆放整齐的《济宁日报》，眼
前一亮，上前翻阅起来。只见
版次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要
闻、文体、各地新闻等，尤其是
副刊版让人心头一暖，当即买
下一份，走在路上看了起来。

就这样，我与《济宁日报》
相识，它告诉我关于我生活的
这个城市的一切，让我对这个
城市历史文化的了解不断加
深，让我知道这个城市每天前
进的脚步。

《济宁日报》一直是与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到家长
里短、生活健康、邻里家事，大
到政府的决策方针、预期规
划，你想看的，你想知道的，这
里都有。一个个辛勤的记者
在编织一张张信息的网，构建
着城市的人文气息和精神风
貌。有困难，找《济宁日报》，
通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济宁日报》的通讯有血
肉，消息有内容，典型有精
神。副刊仿佛持握如椽之笔的巨手，画出江山万里红，诗
卷长留天地间。看着看着，我心底涌起了他乡遇故知的惊
喜，大有相知相依的温馨、相见恨晚的遗憾。我陶醉于心
灵的共鸣，如痴如醉地读着，直到黄昏时分。

因为我对文学的挚爱，最喜欢看《济宁日报·文化周
末》那一篇篇美文，全方位覆盖了人间烟火的墨色生香。
无论市井故事，还是游记美食，抑或亲情爱情的抒发，都展
示着济宁文学以及她所包容各地文学艺术的流光岁月，散
发着精神的光芒。更让我激动和自豪的是，《济宁日报》也
曾发表了不少我喃喃自语的心情文字，带给我无数的激
励，让我热血沸腾，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让我对生活充
满希望和热情，让一个文学游子找到了家。

习惯了《济宁日报》的文字和版式，像习惯了家的气
息。披着霞光回家，打开油墨芬芳的纸张，打开每一份或
厚或薄的日子，风起云涌；合上报纸，现世安稳，遍地清凉，
仿佛合上一天的纷扰尘缘——看《济宁日报》，让我憧憬诗
和远方。

我相信，我与《济宁日报》的缘分，还有更多的相依相
守，不因时光流逝而冲淡。此刻，我仿佛听到了《济宁日
报》复刊40年的脚步声渐行渐近，感受到了一份喜庆的来
临。

40年的成长造就了《济宁日报》今天的辉煌，她已经
成了济宁的一个亮丽品牌，沉淀着浑厚的文化底蕴，记录
着读者的喜乐与酸甜。读者会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这是
个很好的总结，也是全新的起点。

《济宁日报》，今生我将沉醉于你的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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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些机缘巧合，会成为人生路上
的加速器，鼓舞着前行，以致终生感激难忘。

我与《济宁日报》的缘分要追溯到1998年的7月，我
因为参加微山县“十佳师德标兵”的评选，上报了一份个
人事迹材料。没想到，这份材料感动了微山县妇联的杨
苹主任。杨主任随即写了一篇《十佳师德标兵——孔令
娥》的文章，在《济宁日报》的《教坛春秋》栏目上发表了。

让我做梦没有想到的是《济宁日报》的影响这么大，
许多人读了这篇报道，知道了我的名字，就连我小学、中
学及师范的老师同学也纷纷电话、捎话或写信祝贺与夸
赞我。

当时我才30出头，写我的报道就上了市级党报，真
是有点惴惴不安，也更让我备受鼓舞和感动。从此，我决
心以更多的奉献来回报这关爱与鼓励。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学校办公室的李主任来
通知我赶快去校长室。他说：“济宁电视台的几位记者来
学校了，要专题采访你，校长让赶快过去做准备。”

我既兴奋又紧张，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电视
台怎么会报道我呢？我是学校既年轻又普通的教师，怎
么会有这样的资格？

到校长室一问才明白，是电视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
董姓女记者，在《济宁日报》上读到了一篇写我的文章，很
受感动。于是向台长申请，来微山采访，我也因此上了济
宁市电视台教师节“模范教师事迹报道”专题。

电视一报道，周围的人和同学朋友都纷纷夸奖，但我
心里最清楚自己的分量，我与其他优秀、年长的教师相
比，差距太大了。

为此，我更加刻苦努力工作，假期带着吃奶的孩子和

看孩子的婆婆，赶到曲阜师范大学参加本科函授学习；积
极承担学校的工作，连续5年主动要求带初三毕业班。在
全县中考质量分析中，我校的成绩也是5次位居全县第
一，我也因此被评为济宁市十佳师德标兵、济宁市骨干教
师。

《济宁日报》是我的导师，我成长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我感恩于她。在工作之余，我每天读《济宁日报》，了解济
宁的发展成就。特别爱读的是《文化周末》的文章，因为
那是我们身边的作者写身边人的生活感悟及喜怒哀乐，
读了让人倍感亲切与温暖，也更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

《济宁日报》的文章时时刻刻感动、感染着我，也激发
了浓厚的读写兴趣。我开始写一些个人感悟类的文章，
偶尔在《济宁日报》或其他报刊发表。看着自己的文字变
成了铅字，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与快乐。

因为阅读与写作，2011年由微山县作协副主席种衍
洋介绍，我当了《微山湖》杂志的编辑、编委；2014年，又
成为济宁市作家协会的会员。所以说，《济宁日报》是我
的恩人，我的指路明灯。

前几年，我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退居学校教辅后勤
岗位工作，主动向校长申请当了学校的报纸收发员。每
天我都满怀着敬畏之心，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当天的报纸
杂志，分发给校领导和老师，然后就坐下来专心致志地读
《济宁日报》和其他报刊，摘抄好词好句。这是我每天最
惬意、最享受的工作与生活。

现在，正是一年一度报刊征订的时节。我们学校每
年订阅10份《济宁日报》，上周我就去县新华书店征订完
成了。爱永远在行动中。

当感恩遍及生活，人生的幸福就会自然而然地涌来。

感恩，遇见《济宁日报》
济宁市微山县实验中学 孔令娥

“想在山间有亩田，种花种草种清闲”，多么美好的意境，我从小就有个田园梦。微
风拂来，在小院里的竹林下，坐在一把摇椅上读书看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最初见到《济宁日报》，大概是小学五年级。那时候，二姨家开砖厂。二姨父又在
大队里，我常在砖厂办公室里看见《济宁日报》。我喜欢读书，但那时的课外书少之又
少，对我来说，无非就是邻居家哥哥手里的几本缺页少图的小人书，我们叫作画本。

砖厂办公室里的《济宁日报》，无疑是我小时候读的最好的“课外书”了。每次都是
迫不及待地找到《济宁日报》，小心翼翼地把它铺在桌子上，恐怕弄脏了。然后学着大
人的样子，端坐在桌前，仔仔细细地读着。

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把它抄在本子上，等回到家找出《新华字典》，查到这个字标上
拼音，牢牢地记在脑海里。这样，既读了报纸，又学到了新的汉字。每当看到新闻版，
特别是“记者”两个字的时候，就格外地激动，长大了我也要当记者。

砖厂办公室里的大爷不识字，就让我给他读报纸。我欣然应允，虽然读得磕磕巴
巴，大爷依然听得津津有味，还连连点头说读得不孬。每次读完，都会得到奖赏，他的
大手一挥，“把报纸拿回家吧，送给你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蹦蹦跳跳地跑回家。

那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上了初中，在教室里
的报架上，也能见到总被放在第一排的《济宁日报》。对我来说，她是那么的亲切和熟
悉。

我总是拿起《济宁日报》，给我的同学说：“她是我的老朋友，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经
常读。”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每次读完上面的文章，我总是把她整整齐齐挂在报架
上，心里也悄悄种下了一颗愿望的小种子：我什么时候能在《济宁日报》上发表文章啊？

我初中时的愿望，实现于2012年1月20日，散文《河边小道》在当天的《济宁日
报·文化周末》“太白”版块发表。那时我已经离开家乡泗水，在青岛打拼，收到报社寄
来的报纸，欣喜若狂，看了一遍又一遍，随后放在书橱最显眼的位置。下班回家后，时
不时拿出来看看，把它视作珍宝。

这份报纸，我一直珍藏着，常拿出来，抚摸岁月的痕迹。闻着淡淡的墨香，与书报
为伴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一杯绿茶，袅袅之香飘荡在书房的角角落落。那一年，散
文《行走在春天里》《秋之韵》相继在《文化周末》发表。

我从小喜欢写作，上初中时写过一篇迎接香港回归的征文，获得学校一等奖。期
间的好几年，工作与生活的一些牵牵绊绊，渐渐搁置了这梦想，是《文化周末》上发表的
这些文章，让我重新燃起了写作的热望。后来的几年里，多次向《文化周末》投稿，写家
乡的人和事，写济宁人在外地的奋斗与寻常生活。

我常通过《文化周末》网络平台和邮箱与家乡保持着联系，身在青岛也关注着《济
宁日报》，对《济宁日报》情有独钟。特别是每到周末，都能收到成岳主编微信发来的精
美链接，先睹为快，美美地分享精神大餐，感谢成岳主编和各位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

这些年，我先后加入了济宁市散文学会、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
济宁市作家协会、青岛市市北区作家协会和中国散文学会。今年4月，我被评为2022
年度山东省散文学会优秀会员……我感恩与《济宁日报》的相遇。

我和《济宁日报》一路走来，感谢《济宁日报》给予我的精神力量和文学力量，我会
更加努力，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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