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7薪火相传 □编辑 赵京军 视觉 秦岩 校对 马永梅

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暂一瞬；40年，对《济
宁日报》来说，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

40年来，一代又一代济宁日报人筚路蓝缕、夜以继
日，数以亿计飘着墨香的报纸在黎明前奔向读者。

15年前，我有幸加入其中。报社予我，是安身立命
之所，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从此，责任、使命、担当、坚
守，开始融入血脉，根植灵魂。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15年间，我从一个初出茅庐
的毛头小伙子成为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新闻人。在这
段最好的年华里，我收获了信任、成长、友情、爱情和家
庭，何其幸运。

回望来时路，得失寸心知。最难忘的是报社前辈
的言传身教和来自普通人的感动，真诚、敬业、严谨、风
骨……这些宝贵的品质深深感动着我、影响着我，让我
受益一生。

新闻是什么？如何做记者？一位从业近30年的前
辈退休前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记者，任何时候都
要实事求是。”话语虽短，其意深远。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这是新闻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被歪风裹挟，不为私
利所扰，是新闻人应有的坚守，是报纸公信力之所系。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几年是报社一批老同
志退休的高峰时段，几位熟识的前辈相继退休。老一代
报人亲切的背影渐行渐远，但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15年

来，战疫情、抗暴雪，防洪水、救矿难，上深山、下湖区，赴
西陲、到南国，在一次次采访中，我惊叹祖国的日新月
异、山河壮美，钦佩华夏民族的勤劳朴实、顽强不屈。他
们散发的光芒和力量直抵人心、涤荡灵魂。感谢记者这
个职业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去了解世界、感知中国。

这些年，一些人、一些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深
处。8年前，一个雷声阵阵、细雨绵绵的夏日午后，泗水
县国有黄山林场长峰峪林区的护林房里，身着迷彩服的
护林员陈贵祯把湿湿的裤腿卷到膝盖，把一张草稿纸垫
在膝盖上写下山上几处石刻的碑文。此时的护林房，两
间正屋因为地基塌陷已经拆除，只剩下一间卧室和一条
走廊，斜风细雨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打到了他的头发
上。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以每天步行20里巡
山护林，每个月穿坏一双胶鞋的状态生活了30年。让
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没有对生活拮据的不满，没有对枯
燥工作的牢骚，却保有着一份对文学和历史的痴迷。君
子固穷，不坠青云之志。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文学的力
量，学到了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
生活，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疫情防控之初，防控知
识匮乏，防护物资非常紧缺。我跑了很多地方，买到了
一种“飘安”牌口罩，粉红色，有着淡淡的香味，很好闻，
带着这层“防护”我开始到各处采访。一周后，看到网上
的新闻报道说，这是假口罩，根本没有防护作用，我倒吸
一口凉气，那口罩的香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的某位
同事，据说为了增强口罩的防护作用，用酒精把口罩里
外喷得湿漉漉，后来才知道这种“加强版”的口罩适得其
反。就这样，从未知到已知，从恐惧到理性，我和同事们
加入“逆行者”的队伍，穿上防护服在疾控中心、传染病
医院、防控区、管控区采写了一篇又一篇报道。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仓促中打响的疫情防控
宣传战役让我对生命、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职
业、对担当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愿与山海共秋色，不负韶华不染尘。每当有困惑、
有困难的时候，那些场景、那些身影总浮现在我的眼前，
给予我拔节生长的力量。

人生的故事写在四季里，济宁日报人的故事写在新闻
纸上。时代在变，人事在变，不变的是报人的薪火相传。

回头看，四十年风雨兼程，轻舟已过万重山，芳华初
绽；抬望眼，八千里追风逐月，前路漫漫亦灿灿，未来可期。

伴满天星光 发时代强音
时政要闻部 宋仪凯

我在微博的个人简介里这样写道：“站过柜
台，干过美工，当过记者，做过编辑。把经历当作
一笔财富，一直努力，天天向上。”在我的职业生
涯中，30个年头的党媒工作，当是我人生中最宝
贵的财富。岁月悄悄将我的满头青丝染成花白，
却也让我在报社这片丰沃的土壤里，以最好的年
华扎根、抽枝、生长。

大学毕业后，带着对新闻事业的憧憬和非专
业出身的忐忑，我走进了济宁日报社的大门。从
校对干起，学划版起步，跑采访，做编辑，写方案，
谈合作，到今天的内容审核把关，我从一个初出
茅庐对新闻工作一无所知的“小白”，一步步成长
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进了报
社我发现，身边处处是师傅。记得刚到校对室锻
炼，校对室年纪最大、最爱较真的柴永松老师教
给我什么是“认真”。这个戴着老花镜、脑门锃光
瓦亮的老头儿拿着桌子上被翻得软塌塌的《新华
字典》告诉我，见报的文字一定要弄明白，不能含
糊。在之后的工作中，“认真”便成了我的底色。

还记得第一次写稿，是在星期天刊编辑部。
我在李木生主任的鼓励下，磕磕巴巴念完了用几
天的时间写出的散文《秋》，得到了主任的大肆表
扬，也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后来稿子和李主任的
《冬》、高永主任的《春》、刘利民老师的《夏》一并
被《散文选刊》转发，我知道这是木生主任对后辈
的提携。后来无论是采访遇到困难还是写稿时
突然“卡壳”，都有木生主任做我的坚强后盾，他
用默默的扶持让我一步步成长，也让我懂得，只
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作为党报副刊的《星期天刊》和后继者《文化
周末》，可以说是报纸文化的“风向标”，自创刊之
日起就遵循“立足本土，放眼全国”的办报思路。
讲求细节刻画和以小见大，特别注重选取小切口
叙述大主题，不管是纪实叙事还是小说、散文、诗
歌，刊发了一大批优质内容，在省内外乃至全国
深具影响力。记得我国词作大家乔羽、著名诗人
食指、著名作家贾平凹、军旅作家著名编剧李存
葆、著名作家李贯通、当年的励志青年张海迪，甚
至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是我们
的座上宾，多次赐稿或来济与我们开展联谊活
动。尤其忘不了李存葆长达3.5万字的长篇散文

《祖槐》，就是在我们这块园地首发，后被《新华文
摘》转载。作为副刊编辑，我也在这种热气腾腾
的氛围中坚持学习，一步步提高了鉴赏力与动笔
能力。每当给这些令人敬仰的大家寄送样报时，
我都忍不住感慨万分。“以文会友，集结才俊”是
《星期天刊》乃至创刊初期的《文化周末》又一个
时常被业内说道说道的话题，记得我们团结、发
现了本地一大批作者并以培训班形式陆续培训
了四期副刊作者，济宁的众多中青年作家和文学
爱好者都视这方园地为知己为平台为良师益友，
不少今天小有名气的作家张侗、程相崧、李新军
等等，都是由这块园地出发走向了全省、全国。

更记得2009年国庆节前，高永主任带领我
们出版《祖国万岁》60周年60版特刊，创下了《济
宁日报》单日出报60版的历史记录。刚接下这个
任务时，我心里其实是打怯的，一个月的时间，一
个部室的主打，那么短的时间又那么多的任务。
高主任说，有小赵、小裴这些年轻的新生力量，拿
出咱文化周末的实力来，干！直到现在，还记得当
年高永主任的坚毅与果断，那是一种无惧无畏的
底气，一种鼓舞我们去应对任何挑战的力量。

时代在变，新的网络技术逼迫传统媒体转
型，而新媒体每隔3至5年，就发生一次新的更新
迭代。从“铅与火”到“光与电”，从手写到电脑打
字，从黑白、套红到全彩印刷，从传统的报纸到众
多新媒体传播平台，尤其是近20年，QQ、微博、
微信、自媒体、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彼此交叉、相
互迭代。作为传统媒体人的我有幸赶上了这样
的时代，亲历了报社的革故鼎新，见证了报社的
发展壮大。

就是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中，我逐渐
成长起来。济宁报业传媒集团成立后，我担任了
行业部主任，这是一个集采编、经营于一体的岗
位，对于我来说，是考验更是挑战。时任集团副
总经理的李强老总一再给我打气，“你放手去做，
有困难找我！”带着这种信任、支持和鼓励，我跑
乡镇、写方案、做策划、搞活动，一点一滴做好每
一步，想方设法、力求完美地完成任务。

2019年我被集团任命为内容总监，又是一
个新的挑战。内容总监是做好广告内容的最后

“把关人”，是一个需要既有“雪中送炭”的能力，
又有“锦上添花”情怀的岗位。面对日复一日的
出版任务，更是肩上有责、心中有数，练就“火眼
金睛”，堵住“漏网之鱼”。数年来我时刻绷紧政
治担当这根弦，继承老报人的工匠精神，从严从
细把好导向管理和内容审核关。

执笔写岁月，四十绽芳华。回首在济宁日报
社的岁月，每一个足迹都有着成长的欣喜。在
《济宁日报》复刊四十周年之际，心底更多的还是
感恩。一张党报，半生相伴，感恩这张报纸带给
我的人生厚重，这里承载着我最宝贵的人生财
富。白驹过隙，初心未改。今天的《济宁日报》正
以新面貌、新表达、新形式开拓融媒之路，为济宁
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四十正青
春，祝愿我们的报社百尺竿头高歌向前！我将会
以“向下生根，向上生长”的精神，继续在这片沃
土上拔节成长。

在这里拔节向上
济宁报业传媒集团 李冬梅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在《济宁
日报》复刊四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
内心深处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
回忆历历在目，日久弥新……

1995年夏天，在校对室、时事部
工作2年后，报社改革重组，我分到
经济采访部当记者。当时的经济采
访部在有着“报社一枝笔”之称的贾

传宇主任带领下，聚集了一群资历深、学识高、笔头硬，
频频写出好稿上头条的新闻“大咖”。有多谋善断、妙
招迭出的李飚副主任，有热情待人、踏实能干的朱卫国
老师，有细心周到、认真负责的毕文红老师，还有工作
中合作融洽、生活上如同家人的王展宏、房茂鑫、郝明
雷等同事。我作为一名新兵，在经济采访部这个平台
上，为热爱的新闻事业翻开了新的人生画卷。

别开生面的策划会

经济采访部是一个团结战斗、充满活力的群体。
在部里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那就是每周一的新闻
例会。在会上大家无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可以畅
所欲言，就当前经济形势、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基层
企业典型经验，商定一周的报道选题并分工实施。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只要工作安排下来，
无论部室领导，还是普通记者，大家不讲条件，不怕吃
苦，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齐心协力去完成采访任务。记
得那次《喜迎新千年》采访，我们部的所有同志顶着严
寒，凌晨5点就开始行动，有的采访交警，有的采访环卫
工人，有的采访医院产房，回来后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就
开始写稿，准备新千年专版。报纸出来后，一下子获得
了满堂彩。在经济采访部那几年，就是在这个每周一
次的小会上，我们先后策划采写了《打赢国企改革攻坚
战》《民营经济发展系列谈》《新世纪的第一天》《喜迎新
千年》等等精彩纷呈的栏目好稿，多次获得省市新闻大
奖，受到市领导和相关部门、基层企业的好评。

深入基层的采访课

记得当时我们部室每周组《鲁地大市场》专版，其
中有“逛市场”“商海之星”“声远楼茶话”等一些栏目。
上岗第一天，李飚主任便对我说，新闻记者既要有“情
怀、责任、担当”，又要脚踏实地，深入生活、融入社会，
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你大地方也不用去，就去个
菜市场，写写当季水果蔬菜。接受任务后，我第二天一
早便赶到刘庄菜市场，一排排挂着露珠的果蔬娇艳欲
滴，前来买菜的人络绎不绝，我想了下，怕耽误摊主时
间，边买菜边与他攀谈起来，询问品名、价格，体会卖者
的艰辛，了解买者的需求。采访完成了，我的手里也提

了满满一大兜东西。回去后，李主任帮我精心修改了
稿件，告诉我写稿子时，要多加一些对新鲜瓜菜的描
写，以及买菜、卖菜双方讨价还价、互相抬拉的言语动
作。他说，写人物时关键要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接地
气，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干啥的，这样才能使稿件生动起
来活起来，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同时也要给市民
传达一些菜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的信息。经过修
改后的稿件果然灵动起来，《今夏瓜果香满城》如期在
专版“逛市场”栏目新鲜出炉。

从1997年开始，我市成立了由各家新闻媒体组成
的“济宁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我作为采访团成员，参加
专题调研采访和日常普法宣传。随后的采访活动紧张
而有序，有时一周连轴转，去五六个县市区采访排污企
业、采煤塌陷地及大气环境质量等，最常去的就是各个
造纸企业，要爬上高高的污水处理池，忍受着扑面而来
各种刺鼻的废水气味，有时担心企业晚上偷偷排污，我
们还要采访附近群众，摸黑踩着泥泞小路查看排污
口。回来后经常一写就是几篇系列报道，也正是在这
个艰苦细致的采访过程中，我的新闻嗅觉和写稿水平
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传帮带中话成长

在经济采访部这些年，我最大的感触是各位领导
和同事们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不偏爱纵容、也不吝栽
培，工作上指导帮助、生活中关心照顾，给予了我不断
前行的最初动力。刚到部里时我什么都不了解，老师
们告诉我，“要有追逐的勇气和追问的能力，你在哪里，
新闻现场就在哪里”。他们带着我采访，我写出的稿子
一字一句帮我改，每次修改都很仔细，有时成段地删
减，有时起几个立意深刻的小标题，有时指出写批评性
报道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也为我以后在编辑中心工作
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经过他们修改的文字仿佛一时间
活了起来，插上了“隐形的翅膀”，既有思想深度，也有
说服感染力。时隔这么久远了，我依稀记得几篇采访
题目《圣人故里白鹭飞 运河之都清水流》《碧水蓝天不
是梦》《誓让浊水化清流》《微山南四湖湿地成水鸟乐
园》等等，其中有两篇稿件在《中国环境报》显著位置刊
发并荣获齐鲁环保世纪行一等奖，本人也连续几年荣
获环保世纪行先进个人和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
作考核先进个人等称号。

时光荏苒，转眼我也来到报社30年整了。沿着一
代代老报人薪火相传的足迹，在一任任领导和同志们
的帮助下砥砺前行。3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朵
浪花，可在我的人生旅途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记。

“追寻真相、坚守本心”，我们在新闻行业，在这个森林
生态里，各自做着微常的工作，共同构成了这个生态系
统。经过改革调整，经济采访部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敬爱的贾传宇副总编英年早逝已十个年头。后来
任报社副总编的李飚老师和报社编委、首席记者朱卫
国老师也已退休离岗，毕文红老师还是工作起来风风
火火、一马当先，她带领财经部举办的“金融微笑天使”
活动已成为全市金融行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他同
事也都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可我永远忘不了在经
济采访部的那段激情似火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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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算成长了呢？
200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怀揣着梦想和

激情入职《济宁日报》，成为一名党报记者。
2023年，是《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也是我

与《济宁日报》相知相伴的第17个年头。
回想这17年的记者生涯，很多采访经历和

片段虽能清晰地记起，但更多的则是犹如那岁月
的尘埃，早已随风而逝。但是，不管岁月如何变
迁，记忆如何流逝，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始终不变
的是对济宁这座城市发展的真实记录。

这17年里，我奔走在济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大道上，用手中的笔和键盘，记录下了产
业升级的澎湃动能、重大项目的建设现场、企业
发展的蓬勃力量、乡村振兴的可喜变化、传统文
化的薪火相传、生态环保的有力举措、文明创建
的团结一心、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奋勇战疫的
感人故事等等。这17年里，我不是在跋涉，就是
在苦思，用心血和汗水换取了大量新闻作品，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留下了一名女记者不平凡的
成长足迹。这17年里，有汗水，也有泪水，有心
酸，也有思想波动，但更多的是无数新闻稿件积
淀的成就感，是摸着石头探索创新的满足感，是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驭风前行的荣誉感。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又是一个崭新的时
代。肩负新使命，我继续一路前行。我走进机器
轰鸣的厂房车间，记录下一个个企业勇闯勇拼、
向新而行的“秘方”窍门，聆听了一位位驻企干部
用心用情、助企攀登的真情故事；我有幸见证了
济宁大安机场正式飞行校验的历史时刻；共青团
路北延高铁连接线项目正式全线通车，我坐上体
验车第一时间目睹了这条快速路的风采；在济宁
港航龙拱港新建泊位现场采访时，我记录下了30
余辆施工车、120余名工人拼速度、赶工期的火热
场景……这些都是济宁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中发出的最强音。

17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实话，我很享
受记者这个身份赋予我的权利，她让我可以有机
会走进田间地头、街道巷陌、工厂车间、群众身
边，聆听他们的故事，目睹时代的变迁，感受城市
的温暖。也是因为这份权利，我把坚守留在了新
闻宣传的阵地上，我把青春留在了这个光荣的岗
位上，我把汗水洒在了为群众发声为百姓解忧的
道路上，我在记者这份职业中，找到了自我的价
值与归属。

17年，一路奔跑、一路成长。作为一名政治
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党报记者，我在屡次
重大采访活动中表现出色，多篇新闻作品获济宁
市级以上新闻奖，个人也曾荣获全市人大宣传工
作先进个人、全市“扫黄打非”工作先进个人、济
宁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近两年，我平均每
月发稿50余篇，写稿量居报社前列。

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瞬间，如今我已年
届不惑，青丝变成了白发，青春变成了皱纹。回
首自己走过的新闻之路，有付出也有收获，有委
屈也有快乐。但是，我从未停止执着坚定的脚
步，依然奋战在新闻工作第一线。

如果要问，都17年了，你是否还有激情？是
否还在执着理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热
爱，所以激情投入；因为责任，所以义不容辞；因
为执着，所以努力奔跑！如果要问，是怎样的一
种动力，让你多年如一日，选择无怨无悔、铿锵前
行？其实答案很简单：前路漫漫道阻且长，心中
有光不畏远方，记者经历早就化作一种精神力
量，扎根内心，深触灵魂，时刻鞭策着我，不断突
破自我，不断勇毅前行！

《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了，我能以一名党
报新闻记者的笔杆和文字，去见证这个大家都为
之骄傲与自豪的历史时刻，何其有幸！未来的路
上，我会继续循着新闻足迹，牢记初心使命，坚守
责任担当，在《济宁日报》这个大家庭里，与所有
同仁一起，勠力同心，挽手同行，讲好济宁故事，
唱响济宁强音！

相知相伴十七载
我与党报共成长

时政要闻部 王粲

2023 年12月18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