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小武 国家一级作家、
达州市作协原主席

早在《达州晚报》创刊之际，我
就与晚报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借助

《达州晚报》平台，许多本土文学家、
艺术家脱颖而出，许多企业家，也因
为《达州晚报》而收获满满。在当下
全国报业一片唱衰的大环境下，我
看到达州日报社的领导们仍激情洋
溢、豪情满怀，没有半点怯战和畏

惧，《达州晚报》仍然朝气蓬勃。我相信，在一批又一批有远
见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达州晚报》一定会越办越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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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晚报》创刊20周年 嘉宾云集畅叙深情厚谊

一张报，一座城；二十载，
相伴行。

将时光拉回至 2001 年 1 月 1
日，这天，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
中和巴渠儿女的期待里，达州首
家都市类市场报——《达州晚
报》 应运而生。从最初的娇嫩幼
苗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参天大
树，从最初三千多份的小报发展
成发行量达五万份的畅销报，荣
获“中国地方都市类报纸最具品
牌价值十强”称号，《达州晚报》
一路高歌猛进。

20 年艰辛，20 年芳华，20
年成就，离不开众多的老报人和
资深编辑记者的付出，更少不了
社会各界朋友及读者的支持。为
了感谢他们 20 年来的陪伴与付
出，达州晚报创刊20周年读者节
座谈会昨日在南城升华大酒店举
行，座谈会由达州日报社党委委
员、总编辑李清主持。达州市文
艺界、企业界知名人士，达州晚
报编辑记者，社区记者，“我与晚
报20年”征文获奖者，云达州版
主等120余人欢聚一堂，追忆20
年如歌岁月，共话新时代转型发
展，续写属于 《达州晚报》 下一
个20年辉煌。

“每天清晨，我们生活的这座
城市都会在《达州晚报》的墨香氤

氲中渐渐苏醒。时光荏苒，一张晚
报，一座城市，相伴而行已经走过
了二十载春秋……”《达州晚报》创
刊 20 周 年 专 题 片——《一 纸 风
行 温暖万家》拉开了座谈会序
幕，与会人员屏息凝神，专注地盯
着屏幕。一张张图片、一段段视频，
让达州日报社原党组书记、社长、
总编辑李明荣感慨万分，“变化真
的太大了，看到晚报发展越来越
好，我感到很欣慰。”他饱含深情，
眼泛泪光，昔日往事历历在目。有
着同样感受的达州日报社原党组
书记、社长、总编辑刘方棠也陷入
深情的回忆之中。

“只要这座城市还在，我们达
州晚报就在；只要需求还在，我们
达州晚报就在……”达州日报社党
委书记、社长何南观的一句话，让
座谈会现场掌声雷动。何南观社长
回顾了《达州晚报》20年来浓墨
重彩的发展经历和辉煌成就，并
对晚报编采人员提出了殷切希
望，要认清变化的时代形势，转
变传统办报思路，重视晚报的升
级转型，积极适应媒体的发展和
读者的阅读需要，提升晚报的网
上传播能力，自加压力、勇挑重
担，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不进则
亡的勇气，书写晚报和云达州新
的发展篇章。“晚报 20 年成长的

道路上，离不开达州众多商家客
户的鼎力支持，他们给晚报的发
展壮大注入了强大的动能，助推
晚报创造了报业‘黄金十年’的
辉煌！晚报的发展壮大，离不开
众多作者和读者的热情呵护，他
们为晚报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稿源
和新闻线索，让晚报的影响力与
日俱增！”何南观社长代表晚报全
体编采人员对社会各界表达了深
深的谢意。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达州商
都杯·我与晚报二十年”征文活动
颁奖仪式。今年 9 月，为庆祝晚报
创刊 20 周年，《达州晚报》编辑部
特别策划了“我与晚报20年”优秀
作品征集活动，从全国各地收集到
的200余件参赛作品中，认真评选
出32件获奖作品。其中，唐益明的

《我和晚报不得不说的故事》和任
墨藻的《一张报 三代情》荣获一
等奖。当获奖作者上台领奖的时
候，现场响起了阵阵喝彩声。

颁奖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结
合自身的经历，深情讲述了晚报创
刊的历程，回忆了与晚报共同成长
的岁月，畅叙着与晚报的深情厚
谊，共同展望了晚报的精彩未来。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罗未 赵曼琦 魏祯

罗雪慧 新世纪百货达州
商都总经理

首先，对《达州晚报》创刊 20 周
年表示热烈祝贺。同时，感谢《达州
晚报》对新世纪百货达州商都的支
持。《达州晚报》这20年取得了不俗
的业绩，这和我们一代又一代晚报
人的付出密不可分，再一次向《达州
晚报》表示崇高的敬意。最后，祝愿

我们《达州晚报》越办越好，新世纪百货达州商都会一如既
往的关注《达州晚报》，支持《达州晚报》。

郝成棋 四川好一新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祝晚报生日快乐，祝贺晚报成功
创刊 20 周年！我与晚报的合作可以
说是源远流长，好一新的发展要感恩
日报、晚报的呵护和陪伴。至今，很多
报道好一新的文章我还记忆犹新。环
城好一新商贸城的建设、招商、经营，
晚报也用一周两版的大版面给我们宣

传，感谢晚报的支持。接下来集团的各种活动，也需要晚报
的宣传报道，希望我们能一直保持这种良好的媒企合作关
系。

朱全森 达州地方志专
家

爱看《达州晚报》的人不仅
多，甚至有很多人收藏、剪辑。因
此，希望大家要尊重这个媒体，大
力维护这个平台，也恳求各位采
编和撰稿老师要宽厚待人，不要

“板”起面孔撰文，要更加形象地
钩玄新时代达州人的风云际会，
也得从黄尘古道中去挖掘达州的

历史人文芳徽，还得从故纸残碑中去钩索达州的风土民情，把
《达州晚报》办得更有可读性，更贴近达州地气，丰富广大读者
的文化生活。祝《达州晚报》青春永驻、壮志臻辉、风流千古！

罗学闰 渠 县 政 协 副 主
席、达州知名文史专家

感谢晚报对我的催促，催我勤学
成材。我愿意用自己的所学，打造好
晚报的“愚夫说史”专栏，把它做成一
个达州市民无障碍读史的专栏，也是
一个快乐学习历史的专栏。最后祝

《达州日报》《达州晚报》比翼齐飞。

廖晓伟 万源市作协
主席

《达州晚报》，内蕴丰厚，
姹紫嫣红。既是心灵家园，又
是视觉花园。弱冠之年，勇冠
全媒。城在报在，辉煌明天！

肖朝萍 达州市文联副
主席，达州晚报原新闻中心副
主任、达州日报原经济部主任

我对达州日报社的感情非常
特别。26年前，我大学毕业分配在
达州日报，作为一个从外地到达州
的异乡人，报社的领导和同仁就是
我的娘家人。作为曾经的报人，我
很骄傲，作为创刊的元老，我很自

豪。作为从报社走出去的员工，我一直心怀感恩。虽然我10
年前离开了报社，但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报社的改革和发
展，尽管现在纸媒的发展形势十分严峻，但我也看到了达州
日报社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功探索出
一条地市级纸媒转型升级综合发展的新路径，报社各项工作
和事业也发展得风生水起。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对我的

“娘家”大胆地表白，无论我离开你多少年，无论我走到哪里，
报社永远是我的娘家，我永远是你的一员，我的心永远和你
在一起。

李开杰 中国民俗摄影协
会副主席，达州市摄影家协会、
达州市民俗摄影协会主席

《达州晚报》在达州的影响力是
很大的。我记得有一次下乡的时
候，我说出我的名字，有人马上说曾
在《达州晚报》上了解过我的事迹。
如今，我家里每年都要订一份《达州
晚报》，我仍然会向《达州晚报》投

稿。虽然现在在网络的冲击下，报纸销量不如以往，但我们
群策群力，共同帮助《达州晚报》续写辉煌。

郑景瑞 社区记者

我与报社结缘，是在上个世纪70
年代。当时，我经常向当时《通川日
报》投稿，因为这些文章，我被推荐上
学，后来成为了一名公务员。2016年，
我成为了《达州晚报》的一名社区记
者，这些年，《达州晚报》给我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让我写的达城老街老巷的
文章见报，并且汇集成《达州老城记

忆》出版发行，第二本《达州老城往事》也即将出版。感恩《达州
晚报》，祝《达州晚报》越办越好。

肖超 中国民俗艺术
委员会副主席、大世纪书画
院院长

在达州文艺界，《达州晚报》
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

《达州晚报》连续举办三年的少
儿书画展，今年仅收件就达到了
6万多件。一个媒体能做到将少
儿教育作为己任实在令人敬
佩。此外，《达州晚报》每年都会

拿出大量版面，宣传达州从事文化艺术的工作者，我们受
益匪浅。在此，我代表全部的艺术工作者向《达州晚报》表
示衷心的感谢，祝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唯一的晚报越办
越好，越办越红火。

刘方棠 市政协原副主
席，达州日报社原党组书记、
社长、总编辑

20 年，非常的不容易。如果
要用几个词语来诠释《达州晚报》
的20年，我想应该是：呱呱坠地，
健康成长，小有创伤，恢复健康。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纸媒受
到了不小的影响，但因为晚报主
动出击积极应对，很快也适应了

市场。对于晚报今后的发展，我有几个建议：绷紧政治这根
弦，高举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旗帜；锻造一批专家型高素质媒
体队伍，用真功夫宣传达州好故事；发挥晚报本地优势，多种
媒体融合方式，扬长避短，迎合市场；如今发展很艰难，比过
去的困难和矛盾还多，希望晚报奋勇向前，再接再厉。祝福

《达州晚报》逆势而上，扬帆远航。

廖天元 晚报 20 年征文获
奖作者

虽然与《达州晚报》结缘只有1年
多时间，但是因为其海纳百川的办报
理念，让我从一名外地投稿者变成了
副刊作者，并成为一名忠实读者。20
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粒沙抑或是
一朵浪花，但对于一份报纸而言，却是
一个不短也不平凡的成长历程。著名

报人赵超构说过“报纸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达州晚报》每
天拿出至少4个版面来做副刊，这样不吝版面的“大手笔”在川
东北地区甚至全省、全国来说，都很少见。“守正出新”，我觉得
这四个字或许是《达州晚报》能“鹤立鸡群”，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的秘诀。守正，使得她坚守初心不动摇；出新，又使得她能勇立
潮头,丰盈灵动。《达州晚报》，20岁生日快乐！《达州晚报》，30岁
我们再见！

唐益明 晚报 20 年征文获
奖作者

这次征文获一等奖，很激动。实
际上，我觉得并不是我写得有多好，而
是我对晚报的真情打动了读者和评
委。这 20 年，我的成长离不开《达州
晚报》，我从一位人民教师，到现在成
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工作和业务上，

《达州晚报》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非
常感谢晚报给我平台，给我帮助。我和晚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
故事，在与新媒体的进一步共融发展中继续书写精彩。

“只要这座城市还在，我们达州晚报就在；只要需求还在，我们达州晚报就在……”

李明荣 达州日报社原党
组书记、社长、总编辑

20年前，《达州晚报》是在我们那
届班子手里诞生的。达州是革命老
区，文化底蕴深厚，办报热情高涨，一
张《达州日报》远远满足不了广大读
者的需求。渴望办一张融知识性、趣
味性和可读性于一身的晚报，是达州
几代报人的梦想。几经周折，这一梦
想终于在2001年实现了！

20年来，《达州晚报》始终秉持办报初心，传播优质新闻，
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飞入寻常百姓家”，有烟火气，有正义
感，有文化味，有乡土情，成为广大市民的知心朋友，获得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我退休后仍时时关心着《达州晚
报》的健康成长。我坚信：尽管现在是多媒体时代，但纸媒仍
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将和新媒体共生共荣，共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