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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白驹过隙，往事若素月流空。
济宁日报社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不平凡之路，迎

来了创办40周年纪念日。报社约我写点文字，以
资留念。我清楚地记得，是时任市委书记丁培德同
志提出并决定创办《济宁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
同时，也是他提议并决定由我担任报纸总编辑。当
时，报社最初的十六位编辑记者，是由原济宁市报
社人员全盘转过来的，办公地点是暂时借用的济宁
市第二招待所几间房子。我到任的首要任务是跑
资金买地皮筹建报社办公楼，并如愿以偿。随之，
报社印刷厂和职工宿舍楼也相继落成，并开办了图
书阅览室。当时，最紧缺的是新闻编辑记者。那个
时段，济宁市分配来的高等院校新闻和中文专业毕
业生为稀有资源，市组织人事部门一时难以调配这
么多的新闻人才。在这种背景下，我和报社的几位
负责人商定，报请市有关部门批准，采取了两项决
策：一是在全市范围内对外公开招考聘用了十四名
新闻人才，二是报社自己创办了电大新闻班，由市
电视大学批准，由我们自己从在职的编辑记者中选
配任课教师，招生考试和毕业证颁发由市电视大学
负责。报社从优秀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新闻编辑
记者，从而有效地充实了报社的人才队伍。

与此同时，我们报社的负责人、科室主任和编
辑记者，分头相继到十二县市区宣传部新闻科联
系，建立了覆盖各乡镇的新闻通讯员网络，上下左
右联手，有效地保证了《济宁日报》的稿件资源。为
调动新闻编辑记者的积极性，提高办报质量，报社
坚持每年度都评选优秀科室、优秀栏目、优秀版面、优秀稿件、优秀通讯员，予以奖励。同时，报社
在济宁市范围内也得到了各县市区的认可。我们和省委宣传部、大众日报社，以及已创办报纸的
地市建立了业务联系，还曾在全省地市报社负责人会议和全省地市报社优秀稿件评选上多次受
到表彰。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济宁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但直到已退休二十年，现已是年逾八
旬的老者，我仍对济宁日报社有着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退休后，市政府办公室给我订了几份报
纸刊物，其中就有一份《济宁日报》。我天天翻阅，一种亲近感召之即来，挥之不去。至今，有数位
老报人朋友仍然和我在网络上聊天交往，忆昔论今，我倍感亲切和荣幸！我作为一位年迈的老报
人，要说有什么留言的话，第一位的是，在宣传口径上，一定要坚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定
要和当地党委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恪守党的宣传宗旨，守住这块舆论阵地，绝不允许出现任何不
和谐声音，这是新闻事业的生命线，一丝一毫都不能偏离。这也是济宁日报社四十年一直恪守的
根本信条。我衷心祝贺报社创办40周年庆典，衷心祝愿和我曾是同事的老报人身体康健、益寿
延年！衷心祝愿此后加入的新秀们朝气蓬勃、各展风采，不断开创新业绩、续写新辉煌！

连缀报社创办时的脚印
张玉春

干了半辈子教育，不想半路改了行。1982年下半年，我调到原济宁市报
社工作。地区改市后，1983年，我又到了刚诞生的济宁日报社工作。俗话
说，万事开头难，新创建的报社各方面都比较困难。开始，从业人员只有十几
个，多数是新手，业务很不熟练。工作地点暂时设在第二招待所。报纸印刷
得跑到市第二印刷厂。厂里还是陈旧落后的铅字排版和平板印刷。我们更
没有自己的宿舍，我仍住在原济宁二中宿舍。这时，二中正在改建，邻居们相
继搬进新盖的宿舍内，周围的房子都已经推倒，只有我住的两间破旧瓦房在
一片瓦砾中孑然独存。我进进出出，不禁有几分悲凉酸楚的感叹，多么渴望
能改善办公和住宿状况啊！

1987年，报社的办公楼和宿舍楼终于建成了。我到新建的办公楼工作，
又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欣喜之情，无以言表。此时，有了自己的印刷厂，
排版也是电脑，印刷用上了高效的轮转机，真是鸟枪换炮，绝非昔比了。随着
报社人员的逐渐壮大，又创办了民众喜闻乐见的晚报。不几年，高耸入云的
新闻大厦拔地而起，又一处新的宿舍区已建成，另建的印刷厂设施更齐全，并
能承载多种业务。报社的发展可说是突飞猛进，方方面面更上一层楼。眼
下，报社的管理，报纸的采编、排版、印刷等各项工作也是现代化、智能化。在
时代的新潮中，报社正搏击前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十几年的工作实践，我深知新闻
工作是学无止境的。我虽有进一步学习探寻的愿望，可惜已是暮年，真是可
望而不可及了，但我深信，报社的明天会更好。

10月9日上午10时，李强总编电话告诉我济宁日报社
成立40周年了，希望我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为报
社成立40周年写篇文章。接电话时我正翻阅《毛泽东年
谱》，接电话后把我拉进了十八年日日夜夜的编辑往事记
忆。看现在，忆往事，浮想联翩。报社40年的发展变化一
幅幅图画展现在眼前：从几间办公场所到现在的新闻大
厦，办公条件改善了，编辑记者有了舒适的写稿编稿的环
境；从四开的小报到现在的对开日报，还创办《济宁晚报》，
版面扩大了，信息量增加了，更好地唱响了时代的赞歌；从
只有十几人的编采人员到现在近百人的优秀记者编辑队
伍，并且这个队伍的编采人员都有时代的价值观，守正创
新、业务精湛，为报社迈向更高的水平创造了最宝贵的基
础条件。作为报社的编采人员感到高兴和自豪，祝贺报社
成立40周年！

同时，自己也为报社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也感觉到能
在报社工作，有几分幸运和得意。在报社工作的十几年
中，先后在副刊部、专栏部、党群部、政文部做过编辑、审阅
稿件、组版以及参与组织一些较为重要的采编活动；编辑
采写了一些较好的新闻作品，这也是为报社做出了一点贡
献吧。编辑采写较有影响的作品有1993年发表的《绿色长
城的脊梁》，写好军嫂韩素云；1996年发表的《党和人民的
好儿子——程广泉》，写好民警程广泉；1998年发表的《农
村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刘运库》，写农村好书记刘运
库。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生长在济宁这片土地上，和济宁的
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同步前行，和济宁改革开放的脉搏
共振。他们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长期一块生活一块工
作，他们和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息息相通，水乳交融；他们在
人民群众心中是有远大抱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为济宁
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几十年过去了，人民没
有忘记他们，仍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讲出他们的事迹，他
们仍然是学习的榜样。

写英雄，学英雄；用英雄精神写好英雄，是英雄模范人
物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写出了一批典型人物。今天，在
庆祝报社成立40周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程广泉、韩素

云、刘运库这些英雄模范们，他们是我们
永远学习的榜样。因此，我也回忆起刘运
库先进模范事迹的采写、编排、见报的经
历，还有如何写好这个典型的追求探索和
思考。

1997年的初冬的一天，张正岩总编把
采写刘运库模范英雄事迹的任务交给了
政文部，要求成立采编小组，部室主任要
负责并全程参与采编工作，要全力写好这
个典型，争取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照总
编的要求政文部建立了有孙晓丽、张洁
茹、刘作义还有我四人的采访小组。采访
小组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冒着冬天的寒冷
去刘运库所在的兖州市王因镇沙河村采
访。我们看望了正患病的刘运库，安慰了
刘运库的亲人，了解了刘运库的一些基本
情况；走访了和刘运库共事的几位村干
部，还走访了几家造氨水罐的作坊；观看
了村容村貌，总之这次采访走进了沙河

村，认识了刘运库。接着我们又深入细致全面地采访了多
次，熟悉了刘运库的生活习惯、脾气性格、待人接物真诚的
高尚品质；全面地掌握了刘运库先进事迹的信息材料；熟
悉沙河村改革开放以来村容村貌、经济文化发生的巨大变
化。写作的条件成熟了具备了，一篇题目为《农村党支部
书记的好榜样——刘运库》发表在《济宁日报》上，发表时
间是1998年1月9日。总编交给我们写好刘运库先进典
型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济宁日报》报道以后，《大众日报》于1998年6月
22日以《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刘运库》为题，报道了刘运
库的先进模范事迹，在标题上相比较只是少了一个“好”
字；《光明日报》1999年1月8日报道了刘运库的先进事迹，
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相继报道了刘运库
的先进事迹。从此，我们鲁西南沙河村党支部书记刘运库
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是学习的榜样。此
时，我想起了政文部的全体编辑记者们对写好刘运库这个
典型的全力支持，想起了采写组的同志采写这个典型所付
出的心血和汗水，想起了执笔者刘作义为采写这个典型付
出的心血和汗水。我感谢他们！

在此时，我也回忆起在采访、编辑、审阅刘运库这个典
型英雄模范事迹过程中，如何写好刘运库是时代的又是人
民可亲可敬可学的模范典型的总结和思考。

思考体会之一：我们推出刘运库这个典型已经二十多
年了，可这个典型仍然可亲可敬可爱，好像还生活在我们
之中，是我们学习看齐的英雄模范榜样，或许这就是时代
的英雄模范。什么是时代的英雄模范呢？雷锋同志就是
时代的英雄模范。历史向前，时代发展，雷锋及他的精神
总是和我们不约而同结伴前行。六十年代对于雷锋这一
典型的宣传报道，之所以价值那么大，影响那么远，以至雷
锋迄今仍然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原因不外乎这两个方面：
一是雷锋作为一个普通的战士，却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优
秀品质。这种品质打破了我国数千年来封建的私有观念，
他的言行是那样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震撼着人们的道德观
念和私有观念，以一种崭新的思想风貌展现在全国人民面

前。另一个方面，作为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出来的新中国，正向往着共产
主义理想，向往着新的道德风貌。这时，雷锋同志那种崇
高的、新型的品质一报道出来，便像春风化雨，点滴入土，
渗入了人们的心田，渗入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血
液，引起了全国上下强烈反响，影响和推动着我国社会主
义道德品质的培养。雷锋是时代的典型人物，同我们结伴
同行，过去、现在及未来都会是我们的榜样。从学习雷锋
精神和多年的采编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雷锋典型的宣传
报道，已成为采编工作者心中写伟大来自平凡、英雄来自
人民的典型宣传报道的范例。刘运库这个典型人物的报
道宣传，我们时刻没有忘记“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是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
这是个中国经济发展崛起的时代；总之初级阶段的总任务
是发展经济，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在塑造刘运库这个典
型人物时，就贴了这个中心。刘运库这个典型同经济发展
一并前行。再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
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人
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领导
干部，还要不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能不能建
立起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廉洁
奉公、廉政勤政的高贵品格，诸如此类的问题，全党在思
考，人民群众在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出宣传刘运
库的无私奉献精神，宣传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过程中如何始终保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具有时
代精神价值。特别是刘运库那种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
于打破陈旧观念，在农业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同时，发展企
业特别是发展私营企业，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具有时代特
色。他同经济发展结伴同行，更同观念的变化结伴同行。
作为沙河村党支部书记的刘运库没有只用双眼盯住沙河
村的那片沙土地，而是发展村办企业，又特别注重发展民
营企业。

造氨水罐，本来是半个王因镇的手艺，许多村集体搞
都失败了，刘运库客观地分析了这一现象，认为造罐是一
特殊行业，集体办厂在生产时间、信息收集、劳动报酬、价
格确定等方面都不好掌握，他就果断地放弃集体办厂，鼓
动刘承志个人挑头，并在村里腾出场地由集体借给两千
元，连村里的电话也归刘承志使用。而这是在1980年，比
1982年分田到户还早了两年。当时是冒着风险的，而他之
所以敢冒这个风险，是因为有事实给他撑腰。结果，刘承志
的工厂越干越红火。因为，这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是这一
由集体到个人办厂的变化，开了沙河村致富的先河；又经过
发展沙河村由一个贫穷落后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思考体会之二：我们推出刘运库模范英雄人物已经二
十多年了，但是他仍活在人们的心中，是学习的榜样，为什
么？因为他是人民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常说伟大出自
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还有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刘运库就
是来自人民的英雄模范人物。刘运库生在沙河村，长在沙
河村；沙河村有他的亲人，有他的邻居，有他的好伙伴好朋
友，有为沙河村富起来美起来共同奋斗拼搏的同志战友
们；他们和他的心相连情相通，同呼吸共命运，有苦共担有
福同享。刘运库是党员，是沙河村的支部书记，他牢记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下转T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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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写好人民的英雄模范人物
——回忆刘运库先进模范事迹采编活动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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