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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来到济宁日报社，近30年来，一直在
一线从事新闻采写和编辑工作。

记载一段岁月，留存一种情感。
《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之际，谨将我从事新闻

写作的亲历粗略回忆一下，以留存一段美好的记忆。
本人是学工科的，毕业几年后，却要180度大转

弯搞新闻写作，真有点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的感觉。好在我认准了“勤能补拙”这个理，通过
向身边同事的学习和实践历练，我惊讶地发现，自己
竟非常喜欢这“动”与“静”的工作。动时，风风火火去
采访；静时，伏案细思行文架构、推敲词句。从事新闻
报道工作后，我不畏严寒酷暑，跑田间地头、串街头巷
尾、钻牛棚猪舍、进企业、下社区……曾经几年，每月
平均采写新闻稿件达2万多字。坐累了就弯着腰写，
腰疼病犯了，疼得实在弯不下、坐不住了，就把坐垫扔
在地上单膝跪着敲写……近30年来，有70多件作品
先后获中国地市报新闻奖、山东新闻奖和省市地报新
闻奖一、二、三等奖。一件件作品的背后自然充满了

“酸、甜、苦、辣、咸”的人生体会，但无论哪一种“味”，
都滋养了我的新闻从业路。

回忆一段历史，在头脑中汇集一片有分量的时
光。这片时光印记在大脑深处的好像仅是：干了一件
事，记录了一段历史，救助了几个人，促进解决了几个
问题……

干了一件事
干的一件事，就是采访、写新闻、写民生新闻。
本人先后在农村经济部、专栏专刊部、总编办公

室当记者。2007年5月，济宁日报社创办《民生》专
栏，由当时的“群众社会部”负责，我及部室里其他几
位同志便担负起这项工作。创办《民生》专栏，同时我
们也忍痛停掉《读者来信》版块。在首期的“告读者”
中，我们这样写到：“ 伴随广大读者23年的《读者来
信》版，今天就要与读者说‘再见了’……为进一步搞
好新闻舆论监督……服务民生，服务大众，本报《民
生》版今天以一幅崭新的面孔和您见面了。”

“和您见面了”，好似一声庄严的宣告！在这声
“宣告”中，开启了济宁日报的《民生》宣传报道，从此
也开启了我的民生报道路。

2009年初，《民生》进行了第一次改版扩版，将每
周出版两次的半版，改版增加到每周刊发三个整版，
由此，大大增加了民生新闻的报道力度和刊发密度；
2011年6月，挂牌成立民生报道部，并对《民生》版面
进行再次调整。

16年来，该栏目经历了几次改版、几易其名，但无
论怎么变，始终没有离开过“民生”二字。

《民生》创办之初，我们可谓是混混沌沌，什么样
的新闻是民生新闻？可以说从业界到学界都没有一

个定论。版面如何定位？栏目怎样设置？就像《人世
间》周秉义说的，“拆光字片盖新楼，那是没有经验可
借鉴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是在“摸石头过河”
中做起了民生新闻。

记录了一段历史
开办《民生》之初，城市建设正处于快速建设发展

阶段。“先破后立，拆旧建新。”由此，产生的一些建筑
垃圾随处可见，建筑垃圾又招引来生活垃圾……作为
时代的记录者，《民生》记者对一些瞬间、现象进行了
记录报道。

小洸河沿岸、沿老327国道去戴庄医院路两旁的
垃圾堆与一层楼房“试比高”；深圳路及东达电梯厂对
面的空地上一大片垃圾，一堆就是三四年；济宁城区
的越河，有一段竟成了“阴阳脸”，北岸被治理得整洁
有序，而南岸却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岸上不仅牛毛、
牛粪成堆，还有一汪汪鲜红的血水；“建起楼一片，轧
毁路几段”的事情时有发生；在一个交叉路口，凿岩机
竟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破拆路边的一座五
层高楼，让过往行人、车辆无不心惊胆战……

还有小摊贩占道经营问题。当时，在一些背街小
巷，只要能称得上“路”的地方，几乎全被小摊贩占道
经营了。像石门口街，由于乱搭乱建，整日被小摊贩
挤得水泄不通。

群众打热线反映，大悲庵南河沟污染严重。我
和姚军同志一同前往调查。现场发现，这里污水不
仅呈黄色、露红锈，还伴有刺鼻的恶臭味。为弄清污
染源头，顺着河沟，我们来到南边一条东西河沟边，
当时，河沟几近干枯，有被污染的明显痕迹。在杂草
丛中，我们顺着河沟由西向东行。“蛇！”猛然间，姚军
一声惊叫，吓得我俩撒腿就跑。那种怕、那种恐惧，
那种毛骨悚然的精神折磨，对我们两位女同志来说，
简直就是直达心底！鞋子跑掉了，脚底扎破了，跑远
后，我们气喘吁吁地相互安慰着：“应该不是‘蛇’！”
是一根朽棍？一段草绳？究竟是什么，我们谁也没
再求证。

救助了几个人
邹城市石墙镇的孙水枝，因一次意外车祸造成

左下肢截肢，致使生活陷入极度困境。接热线后，我
们第一时间来到她家。当时正值2月，天气很冷，她
斜躺在一个旧沙发里，将残腿靠在并不热乎的炉子
旁，肿胀的半截腿被包裹到腿的两倍粗，仍向外渗着
血水。李铭主任和我上前紧握住她的手，安抚着、宽
慰着，随后，又把我们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塞进她
的手里……通过民生报道，她的遭遇引起有关部门的
充分重视，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鱼台县鱼城镇的林郭莲患尿毒综合症，但无钱医

治，我们《民生》记者对此进行了多次跟踪报道，并通
过协调对接，使她在一家爱心私立医院获得了3年的
免费治疗；泗水县金庄镇北曹村一个特困家庭收养了
两名弃婴，孩子已到入园年龄，但因没户口遭遇入园
难，通过民生报道后，孩子入园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鱼
台县罗屯镇任家一对双胞胎姐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最佳手术期应在7岁前，但因家庭穷困，拖到12岁的
两个孩子还没能得到有效治疗。接到热线后，我们进
行了采访报道，引起社会关注，王展宏主任又协调济
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启动有关救助项目，为两个孩子
进行了免费治疗。

梁山县一对老人出现养老难、微山县一家四口三
个残疾人，生活无保障……

多年来，通过民生报道，先后使50多位尿毒症、
白血病等急需救治的重症患者及遭灾、遇难的困难群
众得到及时救助；解决养老难、维权、弱势群体求助等
百姓一般性诉求近400人次；负责民生新闻采访的记
者也时常捐出随身携带的钱款，为被救助对象购买生
活用品、学习用具，还多次联合一些慈善组织或当地
政府捐款捐物实施救助。

促进解决了几个问题
曲阜市小雪镇的徐先生，由于复员证丢失，老人

家50多年没享受到国家政策内的任何补贴。通过民
生报道，在曲阜市民政局、小雪镇民政所的积极努力
下，被拖了50多年的问题终被解决；随后，祖孙三人
送来了一面“传播时代文明 做百姓贴心人”的锦旗。

《危险！338线大运河桥在颤抖》一稿刊发后，引
起市委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安排有关人员向交通、公
路、交警、航运等部门了解情况，并责成有关部门采取

有效措施为338线大桥减负，有关部门迅速组织了40
余人的专项治理队，对338线大桥进行大力度治理，
十余天时间，查超限、超载运输车辆300多辆，卸货
420多吨，由此，消除了隐患，守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再看那座曾经“颤抖”的大桥，现在，已成为一处
网红打卡地。

嘉祥马桥明德小学是一所由台湾人士捐建的学
校，但教学楼盖好没两年，便出现了多处裂缝，村民录
制有关光盘反映到报社。《民生》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进
行了现场调查，《教学楼盖好未两年 出现裂缝几十处》
稿件刊发后，引起市委有关领导、市教育局主要领导、
嘉祥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办公室又以《今日
信息》形式，报至当时市委书记、市长等主要领导，终
使问题得到很好解决。

还有位于建设路曾红火一时的“马路人才市
场”。这处“马路人才市场”，由原济宁市职业介绍中
心向南路西，大约100多米的路段上被招聘者、求职
者拥塞得水泄不通，秩序极其混乱，不仅给交通带来
极大安全隐患，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容市貌。对
此，《民生》进行了多次跟踪报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
注和重视后，立即确定了“清理整顿月”，通过5次集中
治理整顿，红火一时的“马路人才市场”终于还道于
民、还安全安静于百姓。

2014年8月7日，本报《民生》刊发了党报热线
《这保险有点“不保险”》,稿件见报后引起一保险公司
高度重视，3天后,该公司采取先行垫付的方式支付刘
女士2.8 万元。

……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制度、保险制度的改革以

及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的日趋完善，再加之普通民众
观点意见的发布表述已不再受制于传统媒体，从此，
我们便把更多的“镜头”聚焦在抓好、贯彻好、落实好
一些民生工作上，聚焦在改善百姓生存状态和生存空
间上，聚焦在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上。

再看看我们现在生活的城市，已发展成为宜居宜
业宜游之胜地。2020年，济宁市又成功摘得了“全国
文明城市”桂冠。在济宁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济宁日
报》的《民生》宣传报道，应该说起到了很好鼓与呼的
作用。一个个事件的记录，一个个故事的讲述，都充
分展现了济宁日报社记者的政治责任与使命担当。

当一个人的青春融汇到一个时代、一份事业中，
这样的青春就不会远去。为顺应融媒体的快速发展，
一名老记者，不服老、不言老，转观念、换思路，学习新
技术，掌握新方法，竭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位新媒体人：
《“五一”小长假，既有流量又有温度》《农家女历时七
年绣出22米“清明上河图”长卷》《济宁杂技 融新“化
蝶”》等多件作品在“声远观察”等融媒平台刊发后，均
取得较好传播效果。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在近30
年的陪伴中，本人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为济宁日报社的发展壮
大挥洒着自己的汗水。时值《济宁日报》复刊40周
年，衷心祝愿她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来庇佑、陪伴一
代一代报人！

记载一段岁月 留存一种情感
——我的从业经历及感悟

民生报道部 王雁南

国庆节后的第一期《文化周
末》，“《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征
文”如期而至，见报后受到广大读
者喜爱与关注，称赞“报纸版面设
计简约精致，折页处理巧妙，凸显
《文化周末》神韵，堪称经典”，是

鼓励，也是对视觉设计的肯定。看着报纸，我的
思绪一下敞开，回忆如细流般绵绵不绝，一幅幅
版面从岁月深处走来，墨香依稀可闻。

视觉设计，承载着新闻内在的内容品质，传
达外在的视觉体验，给读者第一印象，是报纸的

“脸面”。1991年初进报社，我便与版式设计结
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对美术专业的追求和热爱，
一张张报纸版样在我眼里如同新型的画布，如
何让它们呈现出别致的美成为我的不懈追求。
刚工作那个时期的版式比较密集，标题较小，讲
究块面之间的咬合，栏花都是手绘，风格比较朴
素。1992年底，报社派我到大众日报社学习，一
回来就加入到本报“小报改大报”工作中，重新
设计了新报头。随着彩色印刷的普及，版面上
使用的色彩越来越丰富，各种灵活的排版方式
也开始尝试，周刊相继面世，那时候的版面真可
以用“千姿百态”来形容。

2010年，《济宁日报》紧跟时代步伐，引进
新的视觉设计理念，对版式进行划时代的变革，
组建了一支具有较强专业技能的视觉设计团
队，我任负责人。从那时起，开始使用方正博雅
宋和方正兰亭黑系列字体，对版面形式、报头报
眉、字体字号、分栏行文、标题、线框、栏距、留白
等每一个细节都作了规范性要求，确保整份报
纸风格的相对统一。制定并推行了《报纸编排
设计流程规范》《济宁日报排版细则》，出版设计
工作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经过多次改版和不断
优化，逐渐形成“厚重简约”的视觉设计风格，省

报纸审读专家给予高度评价：“在形式上大胆创
新，在内容上用心策划，积极探索呈现方式，设
计创意新颖亮点多。”这也让我们更加相信，只
有用准确的视觉设计语言来表现，新闻才能更
有感染力。

40年，留下了几代报人的心血与期许，更
见证了《济宁日报》从4开小报到对开日报，直
至全媒体融合传播的美丽蝶变。打开电脑，亲
手设计的版面、题花、书刊装帧设计映入眼帘；
检搜书橱，30多年新闻编辑工作的印记清晰而
坚实。

《世纪特刊》《世界杯特刊》《孔子文化节特
刊》《孔子文化节画册》《济宁日报复刊20周年
画册》《济宁日报复刊30周年纪念特刊》《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看着已经
泛黄的报纸和褪色的画册，一个个孜孜不倦伏
案耕作的夜晚恍若昨天，萦绕心中的只有宁
静、恬淡、充实、悠然——把每天都做的工作尽
量做得扎实一点，30多年过来，也挺让人欣慰
的。

从党代会、每年的两会、春节等重大活动和
重要时段的新闻编排，到国内一些重大突发事
件的编辑报道，我在一次次考验中磨砺专业素
养，铸造敬业品格，思想受到洗礼，心灵得到升
华。一路走来一路求索，一切皆因热爱，热爱我
的事业，热爱我的报社，热爱生我养我的故土。

复刊40周年，我们迎来了又一场硬仗。我
们团队的秦岩、黄遵峰、苗高莹、班璇、马金谱、
田馨雨、杨云鹏，一如既往地在平凡岗位上默默
耕耘、踏实工作。

完成这篇稿件时，窗外已灯火阑珊。不禁
记起，疫情防控中，在路边的灯箱里看到了我与
小伙伴们一起连夜设计的公益广告，自豪感缓
缓流淌在心底。

视觉设计，
让新闻更具感染力

视觉设计中心 缪亚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复刊20周年编排《复刊二十
周年画册》时的彻夜不眠，复刊30周年编组特刊时兴
奋激昂的情景还犹如昨天，不知不觉间却已迎来日报
复刊40周年。我到报社工作也已有24年。在这个特
别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回望过去，回首自己在报社的成
长经历，回忆自己在报社工作的日日夜夜，往事历历在
目，犹如电影胶片一样在眼前闪过，这里面的每一帧都
是一个精彩瞬间，每一段都是一个动人故事，每一盘都
是一串美好回忆。

济宁日报社最近20多年来发展历程中的很多重
要节点事件，如：2002年使用全新的电脑采编系统，革
新了沿用十几年的传统工作模式，彻底告别“铅与火”，
迎来“光与电”。2012年新闻大厦的启用使报社走上
了发展的快车道，2023年在报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全
力支持新媒体，报社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期。我作为历
史见证者、深度参与者、具体实施者，实乃大幸！

我1999年入职到印刷厂激光照排车间，主要工作
是编排报纸，就是把记者编辑手写的稿件录入电脑，再
编排成电子的版样文件，为报纸的印刷做准备。我到
岗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报版NPM、书版
等各种排版软件的使用，随着windows操作系统的出
现，排版软件也升级到了维思3.0 、飞腾4.0。每一次新
软件引入后，我都第一个积极主动钻研学习，全面熟练
掌握以后再教给大家。我们当时是按排版的工作量计
发工资的，就是排一个版多少钱，虽然我的技术最全面
但是我的工资一般都比较低，因为我更醉心于把时间
用在对新知识技术的学习与研究上，并具备良好的消
化吸收能力。虽然在印刷厂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但
我对印刷全流程所有环节的技术都了如指掌且大部分
环节都很精通。这几年里我还主动承担了打印机、扫
描仪、照排机等设备的维修以及激光照排系统的维护
工作。我刚到印刷厂的时候还是单机操作，打印校样
是从排版的电脑上用3.5寸的软盘把文件拷到打印的
电脑上打印，操作麻烦还经常出现软盘损坏拷不出来
的问题，我就通过组建局域网的方式改变了这种工作
模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报社2002年进行信息化改造的时候，我被抽调
到了当时新成立的技术部，负责采编系统的实施工作，
这是济宁日报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是从5月份和
方正公司的工程师一起布线开始干起的，钻洞、穿线、
钉线槽、压模块、打水晶头、安装电脑、安装配置服务
器、交换机、磁盘柜、调试系统，经常加班熬夜，直到11
月底系统成功上线，平稳运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情是集中做配线架到交换机的网线，一夜连续压了
大约180个水晶头，随后的几天，右手痛得几乎拿不了
任何东西，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更是火烧火燎，只要碰
到了就像刀割一样的感觉。但令人高兴的是我经手的
这些网络线路，一直到报社搬迁都没出任何问题。还
有一个小秘密是这半年的前几个月我的工资几乎为
零，因为这几月我的人事关系还在印刷厂，而我却在为
报社采编系统的实施奔忙。

转眼来到2010年，这样的工作又重复了一遍——
新闻大厦启用前的信息系统相关准备工作，不同之处
是这次要复杂繁琐得多。8层楼12台48口的交换机
接口全满，500多条网线的模块、水晶头压制，楼层交换

机配置，25楼中心机房内核心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
服务器的配置，采编系统的迁移布置，互联网光纤接
入，新闻大厦与红星路日报社办公楼异地办公网的接
入、联调。这些基础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一年多，多数
时间是我一个人在新闻大厦的这8个楼层间穿行，每一
条线路每一个节点，每一台设备每一套系统都了然于
心，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苦付出，换得了报社2011年
安全顺利的搬迁以及所有业务系统的稳定运行。可能
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搬迁以前的半年左右采编业务
系统就已经迁移到了新闻大厦，这个时候你在红星路
办公室电脑上写下的每一篇稿件，处理的每一张照片
都存储到了新闻大厦25楼机房的服务器上，也许你只
记得当时十分新奇而又意义非凡的新闻大厦的启用
——比换个办公室还简单，只需带着你的个人物品，到
新闻大厦上班即可，丝毫没有影响日常的工作，也无一
点搬家的匆忙——一切都已为你准备妥当。这些隐蔽
工程以及背后默默无闻的工作，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但
作用重大！

从进入最初的技术部至今的7000多个日日夜夜，
从来没有请过病假、事假，也从来没敢关过手机，脑子
里只有一个念想，尽我自己的最大能力保障报纸的正
常出版，留在我记忆中最多的场景，就是某个暴雨倾盆
的深夜去王因印刷厂，刺骨的寒风中骑着自行车赶往
办公室，抑或是趁节假日报纸停刊的时候，在机房里彻
夜不眠地检修设备、维护系统，这样的场景年复一年，
从未停止，而这些也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还有
网站、App系统的定期改版维护，及时应用新兴技术手
段，拓展宣传形式等等。2009首次尼山春季祭孔时，
我就用自己搭建的直播系统，背着笔记本电脑连上摄
像机进行了移动视频直播，走在了媒体行业移动视频
直播的前列。还有日常的宣传采访，内容更新，每年两
会、孔子文化节等重大活动的视频直播，短视频制作等
等。因为工作的原因每个县市区我都去过很多次，让
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收获了经验，见证了丰收
的喜悦，体味了生活的艰辛，感受了无私的奉献，有欢
笑有心酸更有感动，激励我向阳而生不断前行。

当年的技术部早已发展为当今的新媒体中心，工
作内容也紧跟社会发展需求，在做好采编、印刷、财务、
广告、网站、APP等各传统核心业务系统运维保障，网
络维护及网络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新媒体，发
力视频类型内容运营渠道，创造技术赋能模式，在争做
报社新兴业务拓荒牛的道路上奋力前进！愿以热爱之
名，风雨无阻向前，在时代大潮中，不负所托，不负韶华。

不负所托 不负韶华
新媒体中心 张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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