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州日报伴我走过6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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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已伴随
着达州日报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经
历了两次“白手起家”（1951年创刊，
1974年复刊）和初创、成长、曲折（“文
革”时期）、壮大、发展五个阶段；备尝
了达州日报在前进道路上的艰辛和辉
煌业绩背后的苦与乐，使人生的经历
与达州日报的荣辱融为一体。

编辑记者是组成报社的细胞，报
社是编辑记者的母体，报社不可能没
有编辑记者，编辑记者更不能脱离报
社这个母体。“社情”似“亲情”，当我国
第15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每逢佳节倍
思“社”的感情油然而生，唤起了萦绕
于心的许许多多的美好回忆，令人精
神振奋、心旷神怡。

为什么说我与达州日报相生相依
呢？1951年3月，我从当时平昌县团
工委宣传部长任上调到中共平昌县委
宣传部任第一任通讯干事，为通川报
（达州日报前身）创刊做发刊和稿件的
准备工作，并数次到报社开会商讨创
刊事谊。1953年3月正式调入通川
报做编辑记者工作，从此改变了我的
工作性质，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
在几十年的磨练中，我这个一点不懂
新闻业务的解放前的高中生，逐步走

向了新闻专业行列，成为一名业务骨
干——1988年被评为主任编辑。为
了尽到一名编辑的责任，全身心地扑
在办好报纸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我部（经济部）主办的《巴山深处》
《社长群像录》《百宝园》等专栏成为达
州日报的名牌，《巴山深处》专栏还受
到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的表
扬。

相生相依更为重要的内涵是
1956年报社党组织吸收我为中共党
员，使我政治上获得了新生，树立了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仰和社会主
义正确的价值观。我一直保持兢兢业
业的为人处事态度、努力学习新知的
不懈精神，故而退休之后，仍能返聘
回报社从事评报工作和编写社志达十
多年之久，以尽一个共产党员的绵薄
之力，回报达州日报社对我的培育之
恩。

退休之后，只要在家，我必看当
天的达州日报和达州晚报。一天不
看，总觉得丢掉一件什么重要的事
情，于心不安。纵观近几年来的“两
报”，改进很大，重点突出，图文并
茂，面貌一新。在充分发挥党报正能
量方面特有吸引力，在宣传政策、反

映民意、引导舆论的党报三大功能方
面下了不少功夫，受到领导的赞扬和
群众的欢迎，我们这些退休的老新闻
工作者也感觉满面荣光。同时我还发
挥余热为报社献言，为报纸写稿。
1951年7月1日通川报创刊号上有我
在平昌县写的一篇稿件，时隔60多
年，在2014年9月的达州晚报上仍
有我写的一篇短文。我虽退休了，仍
是“藕断丝连”，说明我对达州日报
关爱至深。

我也曾离开报社几年，那是1963
年我被调到当时的达县地委办公室工
作，走时报社领导要求我作报社的新
闻联系络员，希望能及时提供允许提
供的地委领导的意图、动向、决策等方
面的情况，供报社研究宣传报道参
考。我虽然在地委机关工作，但心中
仍然挂念着通川日报，同时，每年都为
它撰写一些全区性的稿件。

我已过“下寿（80岁）”之年，很多
事情心有余力而力不足，达州日报的
改革创新、搏浪扬帆，为实现伟大的中
国梦、为建设法治中国做出更多更大
的贡献，还要靠全社全体编辑记者的
努力。望全社同志们在报社党组的领
导下，奋发有为，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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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一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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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
三中会，是一次划时代的具有有重要
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改变了中国农民
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我有幸成为了
一名党报的新闻记者。

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的三十多年
里，有过无数次难忘的采访经历，有这
么一次采访是我最难以忘怀的。

1980年12月的一天，我在地处
大巴山中的通江县采访，报社领导打
来电话，叫尽快到边远农村采写有分
量的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会给农村带
来显著变化的新闻。时令已进入严寒
的大巴山，北风凛冽，银灰色的云块在
天空中奔腾驰骋，寒流滚滚，正酝酿着
一场大雪。

当日下午，我去县科协了解到新
文公社春溪沟（七大队二队）调整产业
结构，因地制宜种植木耳，走出了贫困
境地，光棍汉娶到了媳妇的新闻线索。
第二天打早，我和县科协干部老岳坐
车向新文公社赶去，到了公社，恰巧春
溪沟的大队支书在公社开会。老岳说，
找大队支书给你介绍情况就行了，你
就不上山了，要走四个多小时。我说，
那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老岳又劝我
说：过河没有船，脱鞋踩水过河，天寒
地冻水刺骨头，你受不了。我回答说：
采访不能“隔山买老牛”，就是爬也要
爬到春溪沟。大队支书看我执意要上
春溪沟，他给老岳说：春溪沟里的人还
没有见过啥子叫记者，我背他过河。

爬上一坎，翻过一道梁，走累了就
在农民家院坝边歇脚。沿路那吊在农
家屋檐上的一颗颗柿子像红灯笼，在

夕阳的余辉下喷香。我们在哪家歇
脚，那家的主人就要拿柿子招待我们，
走时还要把柿子装满包才松手。我对
支书说，这啷个要得？支书说，这是山
里农民的人情，我们要收到。过去想
吃也吃不到，这些柿子树是党的三中
全会后才分给农民的。支书记还给我
说，在路上，还要在路边的几家农户歇
几回脚，下一家给我们的柿子，走时我
们拿走，上一家给我们的柿子就放在
这一家，如果不拿走这家的柿子的话，
他就觉得你看不起他家，周围的人知
道了，就要说他家的闲话。

太阳落山了，我们热汗满身，果然
走了四个多小时到了春溪沟。晚上，
沟里的农民听说支书家里来了记者，
大家打着火把都好奇地来看。一位年
长的大爷看着我问：啥了叫记者？书
记说：你们认得的岳同志是县委来的
干部，这个记者就是地委来的干部。
我也忍不住地笑起来回应，“这是我第
一次当‘地委来的干部’。”老岳接话
说:“记者就是写文章的秀才，这你们
懂了嘛。”“这么说，我老汉就晓得了。”

彼此相见虽不认识，你一言，我一
语，一阵谈笑，没有了距离感，很快成
了熟人。我对乡亲们说：“大家来得正
好，今晚上我们围座坐在支书家中的
大火塘来摆龙门阵，说说这两年春溪
沟的变化，你们自己的变化，要得吗?”

“要得！要得！”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说
道。

乡亲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春溪
沟近两来的变化，农民家庭穿吃住的
变化，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都有一个

共同的心声。农民齐赞“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好!”

新文公社七大队二队，位于大巴
山万山老林中的春溪沟，29户人家、
137口人，全队31匹山梁，3500多亩
森林，其中青木冈林占2000多亩，森林
覆益率达90%以上，种粮耕地175亩，
大一块小一块挂在山中，森林资源闲
置，资源富裕人受穷。党的十一届三
中会开辟了春溪沟走出困境的金阳大
道，农民利用青木冈林的资源种植木耳
交国家，不但可抵折公粮，超售还有奖
励粮，这样春溪沟交公粮不再肩挑背
磨，家家户户分的钱也多了，光棍汉也
有人上门说媒了。

第二天，天边现出鱼肚白，支书带
我踏着山中的冰霜到生产队的耳塘去
看，到农民家中去访谈，丰富了新闻线
索及采访内容。第三天，我顶着风雪
下山回到县城，围着火炉写出新闻《春
溪沟翻梢了》（刊于1981年1月4日
《通川日报》二版头条）发回编辑部及
时得到刊发，还被报社评为当年好新
闻。

这篇新闻现在看来，虽然稚嫩粗
浅，但它运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巧
妙地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
贫困小山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呈
现在读者面前。

我已退休数年，在今年记者节来
临之际，回想三十多年前的这次采访，
兴奋之情难以平静，“脚板底下出新
闻”，这是新闻前辈实践经验的结晶，
这种敬业精神、求实的采访作风我们
要一代一代地传承。

【编者按】
11月8日是第15个记者节，达州日报社组织编辑记者开展了登山、演讲、老新闻工作者新农村采风等活

动，庆祝自己的节日，诠释媒体人对社会的责任与爱心。特别是在全社干部职工中开展的“爱岗敬业，爱社
如家”主题征文活动，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他们中，有见证达州日报创刊成长的八旬老报人，有年富力强、经
验丰富的编采中坚，有初出校门的年轻编辑记者。“老中青”三代站在不同的角度，结合自身的新闻工作经
历，用生动朴实、发自肺腑的文字，讴歌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表达对党的新闻事业和达州日报社的热爱，声情
并茂地讲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责任、良知和敬业精神。今天，本刊从众多征文中遴选数篇予以刊发。

新闻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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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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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全体员工聆听演讲 （本报记者 龚其明 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新闻”
对于早期的我来说，并非驾轻就熟
那么干练，也不似科班生那般学士
风范，我只是凭借着一腔热爱、一种
钻劲干到了今天。

那是20年前，还是一名学生的
我，从一位笔友那儿得知了“新闻”
这一概念。他叮嘱我，“到了部队，搞
新闻会很有出息。”就这样一句话，
从此让我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

“什么叫本报讯？什么是动态
消息？”当我拿着报纸向同班的战友
请教时，对方虽然没有嘲笑我，但也
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为了弄懂新
闻，我报了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函授
班，后来又从一位同样搞新闻出身
的教导员那里学会了消息的写法，
认识了通讯这一体裁，了解了言论
这一概念。

姗姗学步，我笨拙前行。一年、
两年，当我将一篇篇写好的新闻稿
件发往报社的邮箱时，却始终石沉
大海。“失败不可怕，一篇不行，一百
篇，只要你写、你练，到一百零一篇
时，你就成功了。”在军区组织的培
训大会上，新闻干事这样鼓励我们。

正是有了这种鼓励，有了这种
坚持，终于，在第三个年头，我所写
的稿件开始在报纸出现了。那是一
种跨过深渊万仗的喜悦。那以后，
我逐渐走上了“正道”，军区小报、解
放军报、中国国防报、法制日报、检
察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一
年下来，一百余篇稿件纷纷上报。
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功。
我愈发用心用力，有时睡觉想起一
个好的题材，也要翻身下床，伏案以
笔；有时走在路上，脑海中也在思考

一些可供采写的题材。
或许，正是有了部队的这种经

历和新闻写作上的历练，转业后，我
来到了报社。然而，这又是一个全
新的领域。

半道出家的我，该如何与报社
的同行比？论文凭、论资历、论学
识，我均不如人。虔诚、谦逊、用心，
成了我踏入报社门坎后的新姿态；
向老同志请教、向同事学习，成了我
不断进步的唯一法宝。每一次采
访，我都当作是一种挑战。我不断
地鼓励着自己，给自己打气，生怕哪
一环节出错，哪一步骤没采访到位。

几年下来，不断的磨练使我不断
成熟。《找准位置、用活材料、挖出特
色》《实现“三个转变，推动报业发展》
《壮歌》等一篇篇论文和新闻稿件，先
后被评为中国地市报、四川省新闻奖。

我深深地意识到，新闻事业的
发展将永远与社会发展同步。QQ、
微博、微信……近年来，新兴媒体的
不断兴起冲击着传统媒体，传统的
报纸该走向何方？这是时代的考
验，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考验。

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我不断地调
整自己，把脚步迈向群众、把笔触伸向
群众、把稿件对准群众，从他们最关心
的问题做起，从他们最想要的答案入
手，写出了《缺水困扰达川区黄都
5000居民10余年》《投资公司多如药
铺，高回报背后或有陷阱》等一系列带
着泥土气息、贴近群众的好稿件。

我深深地知道，新闻的路还很
长，还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
提升自我，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适应社
会的发展，适应报社的发展。我深信，
只要秉持一颗热爱之心，就会不断地
取得成绩。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四年前的秋天，刚刚毕业的我揣着
对新闻的无限敬仰，战战兢兢地来到了
达州日报社，开始了自己全新的旅程。
有前辈告诉我，会写字的人，不一定能
成为一名好的新闻记者。因为，新闻报
道不是信手拈来，也不是花前月下的浪
漫抒情，而是对新闻事件的真实反映，
是对文字的精心锤炼后，将思想和观点
隐藏在客观事实中的绝妙诠释。新闻
记者，肩负着“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
命，追寻正义、拷问真相、守望良知是记
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人，我
每天带着相机忙忙碌碌，每天奔波于
各行各业，在新闻这条路上奋力跋
涉。从第一次采访因不知所措，与被
访者面面相觑的尴尬，到现在灵活自
如地问答；从第一次稿件被要求重写
的羞愧到现在得心应手地写稿……这
一路布满了太多的坎坷和荆棘，凝结
了太多的辛酸和汗水。

4年的采写历练，让我学会了与
被访者用嘴去沟通，用眼去观察，用文
字去记录，用头脑去思考；成熟的心态
和对新闻导向准确把握的能力，让我
在追求新闻的路上逐渐成长，但越走
下去，也越发觉得新闻记者不好当。
有时为了想一个生动新颖的标题，要
绞尽脑汁大半天；有时候，为了采访到
鲜活的新闻内容，无论时间多晚，前方

多危险，都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因为
只要有新闻的地方，记者就没有理由
退缩。

虽然当记者不容易，可是，我喜欢
做一名记者。这4年来，我看见有太
多人为希望而奔波，为正义而呐喊，为
秩序而思考，为爱情而欢歌。记者弘
扬社会正气、关注时事政治、追求真理
正义，所见所闻流露人间真情，揭露社
会假恶……而这些，正是我这辈子孜
孜追求的。

2011年1月8日，我接到一位年轻
母亲打来的电话。她叫张代容，来自达
川区碑高乡。她的儿子叫高友桥，17
岁。元旦前夕，孩子因双脚无力被查出
白血病。可是她和老公都在外地打工，
别说孩子的手术费，就是前期的治疗费
也无力承担。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第一
时间来到了市中心医院，见到了这名孩
子。孩子戴着帽子，面色苍白，可他的
脸上却始终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孩子
告诉我，他知道白血病不好治，可他不
想看到父母为他伤心难过，因此他每次
打针、每次做化疗，从没喊过疼，从没有
流过一滴泪，甚至有时还安慰父母，放
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就是这样一个坚强少年，深深折
服了我。第二天，文章见报了。很快，
张代容收到了来自民政部门以及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捐款。我心想，孩子

有救了。可是十个月后，张代容突然
给我打电话，说孩子病清发展很快，已
经过世了，不过她很感谢本报给她家
的帮助。听到这一切，我的心在颤动，
眼泪唰唰流了下来，我责怪自己没有
更多的力量挽救孩子的生命，也为孩
子的离去感到深深惋惜。不过我也要
感谢这个孩子，是他积极乐观的态度
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
明白记者这个职业，意味着关爱，意味
着扶助。

如今，我在新闻的路上已走了四
年。其间，写过批评性报道，品尝过
被曝光对象辱骂的委屈；也写过表扬
稿，感动过自己也感动过他人；我见
证过大型活动的欢腾华章，也感同身
受过灾难时同胞的哀伤；无论哪一种
经历，都让我一直对我的职业充满热
爱。

因为热爱，2011年11月，我在下
班后前往蒲家镇八口村窝窝店，采访突
发车祸，并“滑”下十米高的山崖，去拍
摄新闻照片；因为热爱，我在开江一房
产商打来电话威胁时，无所畏惧地回
答“来吧，我不怕”；因为热爱，我在白天
采访了三四个地方后，晚上还强撑着
身体，跟着执法部门查酒驾、脏车。

因为热爱，所以无惧。我愿用一
生去追随新闻的脚步，路在脚下，我在
路上。

如果认为这只是一个门牌号码
你就错了
这里虽然常年大门敞开
但在很多作者心中
这里是他们的圣地和舞台
在无数读者心中
这里有他们渴求的精神食粮

曾有人半夜打电话报料
曾有人步行百里赶来送稿
曾有人虔诚来这里找老师求教
每天都有很多人
带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投诉
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
希望获得正义的声张

来自巴山渠水的各类信息
每天都会集中到这里
经过记者和编辑精心处理
通过一个个精美的版面
传播到四面八方
为达州发展不停鼓与呼
传播激动人心的社会正能量

在一代又一代达州人心中
达州市通川中路118号
绝不是一个普通的门牌号码
这里早已成为文化的象征
这是早已成了信息的源泉
这里的花朵特别芬芳
就连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充满了清幽幽的墨香

办公楼的灯光

夜幕降临了，办公楼的灯光
从一个又一个窗口钻了出来
从一楼直到八楼
把这座充满墨香的小院
辉映得如同白昼

记者在灯光下紧张地撰写稿件
编辑在灯光下认真谋划版面
有的在校对大样
有的在比对图片
北外印刷厂的工人们
正在灯光下调试着油墨纸张
作为报社的总司令部

六楼的灯光天天都要亮到很晚
大到报业的科学规划
报社事业的改革创新发展
重大新闻的策划报道
小到稿件的选择取舍
版面的精心布局
每一样都要反复酝酿精心考量

办公楼的灯光是奋进的号角
办公楼的灯光照耀人心
办公楼的灯光是温暖的火焰
送走酷热夏天严寒冬天
迎来花团锦簇的春天
迎来报社的锦绣前程

黄葛树的述说

记得刚来这里时，只有几块菜地
几间低矮破旧的平房
年轻人怀着火一样的热情
背着干粮跋山涉水采访
在膝盖和板凳上写稿
在昏暗的灯光下码字钉

每一篇稿件都流淌着记者的心血
每一期报纸都饱含着编辑的智慧
几十年过去了
我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
一代一代达州日报人编辑出版的报纸
可以堆成无数座高高的山峰

汗水打下的江山旧貌换新颜
新一代报人锐意进取攻坚破难
让日报这株老树开出鲜艳的新花
晚报密切联系读者服务民生一枝独秀
现代化的印刷厂兴奋地转动着
如今，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春风
达州日报网点击量迅速攀升
达州日报微博微信强势出击

“掌上达州”迅速占据了信息高地

老报人退下了新报人来到了
只有我日夜守候在这里
报社每一次发展我都看在眼里
报社取得的每一丝进步
我都会鼓起全身叶片大声欢呼
和很多兢兢业业的人一样
我将为报社奉献全部的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