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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报结缘，是那则征集乡村教师心
愿的启示撩拨起我的好奇心。

那时候我还在金石乡五星小学担任乡
村教师，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为我的学生、
村里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拍照留影，于
是按照相关要求，我把我的“心愿”通过邮
件发了过去。没想到，居然以那一幅在教
师节书画大赛获得一等奖的剪纸作品换得
了一部索尼微单相机。而有了这部相机，
我的心愿也就终于变成为了现实，也陪伴
我度过了多少个放学后空寂的傍晚。

当时的五星小学并没有多少学生，教
师也只有两位，并且其中一位是当地人，因
此每天放学后整个校园里就只有“唯我孑
影凄凄对空寂”的场景。有了微单相机，放

学后就有了充实自己的方式。于是自那以
后，我总会挂着相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用
镜头记录下一幅幅乡村美景，一幕幕感人
的场景。如：哥哥帮妹妹背书包上学放学、
姐姐给妹妹一勺一勺喂饭、夕阳下小狗安
静地趴在地上陪伴蹲在地坝里写作业的姐
弟，还有那一只呆萌的鹅天天陪在老奶奶
身边寸步不离，以及盲人阿姨仰望星空，我
还为村里叔叔阿姨拍照片。

其实，照相在城市里对于大家来说都
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对于偏远山区
的孩子和老年人来说，依然很稀奇。于是
有了微单相机，我就成了当地父老乡亲们
心中的摄影师。其间，还有邻村的奶奶带
着孙女特地前来拍照，因为要寄照片给在
外地打工的孩子父母，也有邀请登门拍家
庭合影照片的。每当我将一张张照片送到
他们手里时，看见他们眼眶那带着几分湿
润的表情，我在倍感欣慰的同时也会非常
感激达州晚报举办的那次圆我梦想的活
动。后来，达州晚报还以《村小教师何晓
玲 一位艺术达人的爱心守望》《80 后达
城妹子用相机给留守儿童拍大片》等为标
题，刊登了我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回眸往事，在五星小学为乡亲们拍照
的那几年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次抓拍
一位正坐在夕阳下剥玉米的老奶奶。那是
一个午后，我沿着学校后的山路往上走，一
边欣赏风景，一边寻找可以入画的素材。
当路过一户人家，一位年迈的奶奶正安静
地坐在家门口，手里正在剥玉米。当余晖
落在她那褪色的粗布衣服上，落在额上的
皱纹里，落在花白的头发上，金光闪闪，安

详而静怡，而地上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
仔围在她的周围。这种祥和的农家风情，
画面真是美感十足，于是我连忙举起相机
按下快门。

奶奶见我对着她拍照，赶紧笑着捂住
了脸，并提出了重新拍摄的要求。“我这个
样子多难看啊，小姑娘等等我，我去换件衣
服……”只见她话一说完，转身就进了屋。
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老人家出来，
于是我走进屋里，却看见她正对着镜子梳
理头发。而老人家见我进来，回头对我笑
着说：“老了老了牙也缺了，背也驼了，不好
看了，年轻时的旗袍也穿不上了！”

虽然我早已离开了五星小学，那里的
交通也改善了，生活环境更是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而当我每每想起那些往事，在
内心中都非常感谢达州晚报让我有机会用
相机记录下孩子们脸上的欢笑，记录下那
里的山山水水，记录下在田间地头劳作的
乡里乡亲，记录着从初春到寒冬上学放学
路上温暖的故事。

喜欢上涂鸦文字这个业余爱好的时
间，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那时，我在家务农，常常杵在地头握
住锄头把子把玩。到了夜晚，坐在家里的
小桌前，望着屋顶上的月亮和星星，拿起
钢笔，在纸上即兴地写写画画。把自己务
农的心酸与感受记在纸上。一段时间过
后，我把自己写好的东西整理成文，开始
向外投稿。那时的邮资是两毛钱一封信，
投得多了，感觉自己花费的邮资有些承受
不起，索性偃旗息鼓，只写不投，留着自己
欣赏。

后来，打工大潮袭来，我也不得不放下
手中的锄头和钢笔，加入到了打工的洪流
中。我先后去到江苏和重庆，后来待在广
东，一晃就是十多年。这十多年打工生活
中，收获的是财富，流出的是辛勤的汗水，
可失去的是时间和自己的写作激情。

2001年1月1日，家乡的达州晚报创刊

了。第一时间，我没能闻到她散发出来的第
一缕油墨清香，但远在南粤的我通过家乡文
友已时刻关注着她的成长。作为一个写作爱
好者，这是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我能不
爱她吗？尔后，我的文字在晚报上陆续变成
了铅字。

后来，我来到了成都，开始了自己的创
业之路。这些年，除了打理自己经营的小
生意，闲暇时，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创作
热情高涨的那几年。怀念那一篇篇在清贫
困窘的环境下诞生的文字，它们就像带着
乳香的孩子般从我的笔尖生出，成长。而
今看来，尽管不成熟显得很稚嫩，但它们
毕竟都是我的孩子，我仍然深爱着它们，
呵护着它们。它们能出阁变成铅字，离不
开达州晚报为我这些文字缝制嫁衣，增光
添彩。

我能记住乡愁，了解家乡的变化是从
达州晚报开始的。而今，达州晚报已走过

了二十个春秋。虽然生活在大都市，带给
我的除了喧闹的气氛，拥堵的街道，钢筋混
凝土铸就的高楼，别无让我感觉欣喜的地
方。在我心里，恋恋不忘的还是在家乡生
活的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田园生活气
息。哪怕清晨的一缕清新，夜晚的一丝静
谧，现在想来都是那样的难得。在网络上
阅读达州晚报和把乡愁变成文字投寄给晚
报，是我精神依托的源泉。我给住在达城
的亲戚订了一份晚报，然后叮嘱他看完后
帮我收集好，我一回到达州，翻阅晚报合订
本就成了一个习惯。

其实，我更喜欢站在家乡的田埂边上，
看夜空的星星，喜欢睡在屋里，听雨打青瓦
的响声，喜欢在老家的院坝里的暖阳下，读
家乡的晚报，报纸上尽是家乡的味道，熟悉
的乡音……

手捧达州晚报，一份蘸满乡愁的报纸，
不管我在哪里，乡音无改，爱你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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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情。不觉间，自己从教育岗
位退休已8个年头了。回顾自己的亲身
经历，我深深地感谢报社为我提供了发
表新闻报道和其他文稿的平台，才使得
我的业余文化生活和退休生活过得充实
而快乐。

记得1974年5月，通川报复刊后，我
家乡所在的公社成立了报道组，一向十分
重视抓新闻报道的公社干部段玉湘同志
推荐我为报社和县广播站的业余通讯
员。在报社的培训和指导下，我写稿的积
极性不断提高，采写的新闻报道也逐步见
诸报端。1978年我参加教育工作后，仍然
保持着采写新闻报道的业余爱好，挤出工
作之余休息时间，采写当地发生的新鲜消
息，撰写杂谈言论方面的文章，写的稿件
在报纸上发表的也越来越多。

年轻时候，自己就梦想当一名光荣
的记者。只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如
愿。2013 年退休后，正好机会来了。
2014 年 2 月，达州日报社招收达州晚报
社区记者，我毫不犹豫地率先报了名，经

过实习考察，正式加入了达州晚报社区
记者的行列。

成为社区记者后，我不当“挂名记
者”，积极“找米下锅”，每天迈开腿徒步
行走到处转。一来锻炼身体，二则寻找
新闻线索，只要发现新闻线索，立即采
写。担任社区记者至今，所写各类稿件
已被达州晚报共采用 1050 篇。这些稿
件其中大多与我的“黄金搭档”社区记
者邱一彪合作，仅采用的特稿就有 60
余篇。《通川桥，一座英雄的桥》《达城最
早的汽车站》《渠县老人的寻根情结》

《筒子楼里的人生百味》等文稿，从不同
角度反映了达州城市的巨大变化，达城
市民的精神面貌、生活变化等，受到读
者和报社的好评，因此连年被评为优秀
社区记者。

我永远也忘不了晚报编辑对我们社
区记者的悉心指导和培养。记得一次采
写《古稀老人痴迷菊花颐养天年》一稿，
由于自己采访不深入，不细致，稿件被晚
报登出后没想到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

烦。原来，我在采访中，只见老人独自一
人在家，随便问了一句“你家属呢？”老人
答曰“她走了。”没多问，便下意识地写成

“老人的妻子已故”。老人读报后很是气
愤，找到报社编辑部质问：“我的老婆还
活起的，为啥说她死了？”编辑给我打来
电话通报这一“意外情况”，我才恍然大
悟，原来出在我把“她走了”简单理解为

“她不在人世了”（民间因有这种避讳说
法），其真实情况是“她出去做事去了”。
我的这一疏忽大意，却给报社增添了麻
烦。编辑老师叮嘱我，今后采访一定要
细心。我诚恳地表示今后一定注意。我
牢牢记住这一深刻教训，在以后的采访
中没再犯不该发生的“低级错误”。

担任社区记者，使我的业余爱好有
了用武之地，也使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充
实愉快，虽然累一点，但也觉得非常值
得。有生之年，能为党的宣传工作出点
力，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近年来，网
络媒体快速发展，纸质媒体受到冲击。
达州晚报锐意改革转向，独辟蹊径办好

副刊。副刊主编叮嘱我走“专攻姓氏文
化专题，多写传统文化方面的稿子”的路
子，自今年元月以来，我先后采写了 10
多个不同姓氏的《达州姓氏故事》的特
稿，受到读者的推崇。特别是在老友傅
昌志、周新安先生的引荐下，我先后4次
深入石梯镇原福寿乡，采访那里厚重的
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移民文化和传统村
落等，撰写了《追寻达川区女红军贺志珍
的足迹》《巴河畔的周氏人家》《一位耄耋
老人的立石子情怀》《立石子流传的故
事》等系列特稿，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
响，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自己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新闻报道的
业余爱好，是与报社领导和编辑老师的厚
爱和指导帮助分不开的。至今达州晚报
创刊号和报社曾寄给我的信函、内部刊物
以及荣誉证书等，我都一一珍藏着。

晚霞无限好，莫道桑榆晚。“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愿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这
位花甲老人还能和正值青春的达州晚
报携手而行！

（（剪纸剪纸 何晓玲何晓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