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州日报六十周年庆典组织者在
电话上交给我一个任务!写篇文章回忆
一下本报的副刊"我不禁哑然失笑#$$

想起当年还在报社领导岗位上的时候!

有两年年终测评!有人给我提同一条意
见%& 有副刊情结'$$$想不到如今人退
休了仍然与& 副刊情结'剪不断关系"

其实!本报有位资格更老的副刊编
辑陈国亮!更有产生这个& 副刊情结'的
资本"她在文革前的( 通川报)时代长期
编( 巴山)文艺副刊!成绩斐然*文革初
又因副刊杂文而成了本地的& 三家村'!

受到所谓& 批判'*到了
!"#$

年我当副
刊部主任受命办& 星期刊'!她又主动请
缨参加! 当过好几年副刊部副主任!像
后来也先后屈居过这一副主任职务的
刘秀品+李怀贵两位作家一样!在办报
中给过我很多帮助"

我当纯粹的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
时间则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只
有几年!很短" 不过那时正是文学产生
全社会轰动效应的时期!也正是全国报
纸副刊以及本报副刊最兴旺的时期之
一"包括达师专星光文学社在内的达州
本地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就是在那个时
期"那时作者多!读者多!编者和他们的
互动也多!报纸副刊比较风光!我的& 副
刊情结'由此萌芽"

%"&$

年本报副刊部却开始& 务正
业'办& 正刊'!不再只是办纯粹的文艺
副刊! 而是着力办一期特殊的报纸即
( 星期刊) "报社要把办得正热闹的副刊
转变成( 星期刊) !回头看!对整个报社
来说都是一次重大转型"当时编委会明
确提出!要把( 星期刊)办成( 通川日报)

& 新闻改革的试验田'"( 星期刊)创刊之
前我和陈国亮到重庆日报星期刊去考

察!人家正在( 星期刊)的基础上筹办晚
报"因此!在我内心中!除了探索整个报
纸的新闻改革这个目标之外!还增加了
一个目标!就是( 星期刊)自身要逐步发
展壮大!最终办成一张晚报"

( 星期刊)办出来后很受读者欢迎!

但我们的路相当漫长" 重庆日报的( 星
期刊)变成晚报!大概只用了两+三年时
间" 我们的( 星期刊)办了九年!到

%""'

年终于往前迈了一步! 办成了 ( 大周
末) !增加到了八个版!开始尝试报纸零
售! 社会影响也进一步增大了"

!""(

年!在李怀贵之后接任副刊部主任的刘
秀品改 ( 大周末) 之名为 ( 周末版) "

)***

年!在( 通川日报)更名为( 达州日
报)的同时!周末版与后来新办的( 生活
周刊)合并!办成了一张报内之报!名叫
( 达州日报,都市版) !一周三期!这其实
就近似于一张独立的晚报了"周末版和
都市版都办得很红火"

+**!

年!( 达州
晚报)瓜熟蒂落!在( 达州日报,都市版)

的基础上诞生!骨干队伍+机构框架+版
面栏目都承接了下来"从( 星期刊)诞生
到晚报诞生!用了

!,

年时间!但这条路
总算走出来了"

%"",

年下半年之后! 我其实已不
在副刊和晚报的第一线!但我仍然热心
于为( 周末版) +( 都市版)和后来的晚报
争取发展环境!乐意在副刊+晚报第一
线的同事们遇到困难时尽力伸出援手!

我觉得这是报社生存发展的大局!是重
中之重" 现在的达州晚报!可说是今非
昔比!在达州这块土地上已经发展成为
主流强势媒体!在报社内部结构中已经
成为主要经济支柱!社会上有更多的人
关注她的声音!报社内大家也更关心她
的发展"但这种局面于我个人而言确实
具有更多一层的意义!感受到了看见理
想变为现实的那种快乐" 这就是所谓

& 副刊情结'吧-

再回头看我们报纸的副刊"原来的
日报副刊演变成了晚报!但报纸的文艺
副刊其实并没有消失!日报和晚报都新
办了文艺副刊! 有了新的副刊读者群!

这说明报纸文艺副刊在新的条件下有
了新的地位" 历史机遇不同了!她面临
的是新的任务!新的挑战" 作为一位老
副刊编辑!我愿借此机会祝年轻的副刊
编辑们为副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

年!历史长河一甲子!时间可以
说很长也可以说很短!报人老去了好几
代!达州日报社可以说是比较成熟了但
也可以说还很年轻"每个人在这个过程
中能做的事情起的作用!长远点看都是
微不足道的" 报社的路还很长很长!前
途无限!老夫个人拙笔回眸!说说副刊
这个局部!无足轻重!但也算是对达州
日报社六十周年一个小小的纪念!给日
报和晚报的未来一个深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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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月
%

日!达州晚报呱呱坠
地" 如同一个必经磨难才能成才的孩子
一样!它在& 临盆'时就遭遇了可怕的& 难
产'!差点& 胎死腹中'"

那是
+***

年的秋天!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决支持下! 经达州日报社党组积
极申办!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达州日
报创办一张子报$$$达州晚报" 我受时
任达州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李
明荣的派遣! 到省新闻出版局办理达州
晚报的& 准生证'. 即刊号/ 0 可当我兴致
勃勃地到达省新闻出版局后!竟被告之!

达州晚报的& 准生证'暂不办理"

为什么1据说!有位领导认为达州市
的经济条件太差!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根
本& 养不活一家晚报'!准备将达州晚报
的刊号& 调济'给经济条件比达州好!但
还没有获得办晚报资格的另一个城市!

免得浪费了这张& 准生证'" 眼看着与我

们同时被批准的几家晚报的同仁都拿着
刊号! 兴高采烈地回家准备为晚报& 接
生'了!而我却坐在省新闻出版局的办公
大楼里遭受着痛苦的煎熬"

我在电话中将达州晚报有可能胎死
腹中的消息向李明荣社长作了汇报" 李
社长强硬指出% 为什么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批准了的刊号不给我们1得据理力争-

哪怕把官司打到北京去! 也要拿回我们
的& 准生证'- 有了李社长的这个态度!我
的腰杆更硬了!住在成都!天天到新闻出
版局局长的办公室去& 上班'!软磨硬泡!

& 准生证'不拿到手!绝不收兵-

或许是哀兵必胜吧!达州晚报的& 刊
号'可能& 易主'的消息传得很快!也传得
很广" 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委宣传部的领
导开始公开为我们& 说话'%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批准创办的达州晚报! 省里无权
更改!如果由其他城市来办!得报新闻出
版总署审批" 再说!试都没有试!怎么就
肯定达州养不活一张晚报呢1 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由于我们占理!

也由于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委宣传部领导
的从中斡旋!那位领导贵手高抬!同意达
州先试一试!但有一个条件%& 养不活'时
就将晚报刊号收回"

真得感谢那位领导& 卡'了达州晚报
那么一下"& 养不活'就收回刊号的条件
远远算不上苛刻啊$$$市场化的报纸是
应该赚钱的!如果自己都养不活自己!那
办起还有什么滋味1还需要办吗1还能办

下去吗1 上级不收回刊号自己也应该感
到羞愧!自动关门大吉-

但真要& 养活' 晚报困难还是很大
的"虽然达州晚报是由达州日报星期刊+

周末版+都市版演化而成!人才储备和社
会影响都有一定的基础! 但它毕竟是一
张新报纸!需要以实际行动去感化读者!

获取信任!方能站稳脚跟"

达州晚报第一期只印了区区几千
份!而且基本上都是赠送" 一张报纸!如
果发行量上不去!好比美食摆上桌子!可
客人就是不动筷子! 只得眼睁睁看着腐
烂" 为了让达州晚报这个新生的精神产
儿早点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晚报同仁
厚着脸皮!找熟人!托朋友!一间办公室
一间办公室地走! 一间住宅一间住宅地
敲!订报上门!送报到家"

报纸的发行量与报纸的质量相辅相
成" 托熟人靠朋友订报也罢!订报上门+

送报到家也罢! 最管用也是最根本的办
法还是要把报纸的质量搞上去! 让读者

& 尝到甜头'!真心喜欢!甘愿摸出带着体
温的& 铜板'购买" 如果报纸质量拉稀摆
带!读者翻开就骂娘!发行量好比建在冰
山上的& 高楼'!即使暂时上去了也会轰
然一声垮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晚报同仁怀读
者之忧+解读者之难+感读者之情+报读
者之恩!青灯黄卷!白纸黑字!执着敬业!

追求完美"晚上十二点钟截稿!凌晨两点
付印! 昨日新闻不漏掉! 漏掉要闻必追

责*& 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黄牛用'!目
的就是一个!不但& 准生证'不能丢失!还
要办出一张读者喜爱的报纸"

有付出定会有收获" 在全国纸媒体
的发行和广告普遍& 走霉运' 的大环境
下! 达州晚报的发行量却由几千份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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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22达州晚报以其不可争
辩的事实证明% 虽然达州没有一家上市
公司!经济形势在四川算不上强势!可达

州不但& 养活'了达州晚报!而且比不少
经济基础远远超过达州的晚报还& 活'得
更有滋味3

遥想达州晚报初创的那段日子!让
人感慨良多"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苍天
佑我!事在人为啊" 只要全体晚报同仁保
持创业初期的那种敬业精神! 对晚报事
业因喜爱而热爱!因热爱而献身!毫无疑
义!达州晚报不但会& 活'下去!而且会迎
来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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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 我们十多位朝
气蓬勃的青少年!从四面八方奉调参
加报纸创刊工作" 那时!人人不辞辛
劳!不计报酬!几套锣鼓一齐打!一人
要干几样活儿! 白天晚上连轴转!每
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仍然劲头十足!

欢歌笑语不断" 其情其景!恍若昨日"

然而!如今老领导罗曼+刘云杰+刘凤
轩+杜自明等和老报人杨治坤+黎志
勉+何全堂+朱浩然+吴文浪等均已先
后作古!为报纸献了青春献终生" 其
音其貌!似在眼前" 今天!缅怀已故
者!环顾健在者!我的心里不禁生出
无尽的感念+感喟+感悟和感想!真可
以说是感慨万端"

报社是一座大熔炉!是一所好学
校" 我们在这儿工作+奉献!更在这儿
锻炼+成长" 我们深知一个朴素的真
理%没有什么知识对新闻工作者是不
需要的" 苦读马列!勤学毛邓!钻研理
论!锤炼文笔!不断充实自己的各种
知识是我们的必修课" 除了学理论!

我们更注重到群众中去!到生产一线
中学习" 我们经常轮流下乡下厂!到
基层蹲点!获取第一手材料!把最鲜
活最真实最生动的新闻奉献给读者"

哪怕顶风冒雪!酷热难当!哪怕生活
条件极差!谁也不会叫苦叫累!而是
以苦为荣!苦中作乐" 几乎每个人都
把保尔的那句名言当做座右铭%当我
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
羞愧!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今天
看来!虽然我们这批老报人不一定那
么崇高和完美!但绝大多数人都在平
凡的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保持
了良好的作风! 维护了人格的尊严"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补充一句!尽管
在上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政治运动
不断!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饱经磨

难!尝够苦头!但对党的热爱始终没
有动摇!对党报的深厚感情一直萦回
于心" 想到这些!我倍感欣慰"

一代又一代报人的前赴后继!继
往开来!使报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如今的报社可谓兴旺发达 ! 一派生
机" 不必说报社的规模扩大了许多
倍! 不必说报纸的版面增加了许多
倍!也不必说报纸的质量和经营的收
入提高了多少倍!仅就报社的编采人
员而言!今昔对比!不仅在量的方面
有巨大的增加!而且在质的方面有明
显的提高"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一
代的编辑记者正在茁壮成长!许多人
的学识+才干都超过老的一代!他们
或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或即将做出
令人钦佩的成绩" 目睹这种大好的局
面!我怎能不感到自豪呢-

值此共庆达州日报六十华诞之

际!请让我衷心地深情地表示最热烈
最诚挚的祝愿" 我祝报社三杯酒%一
杯酒举过头!祝福报社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班子更
硬!队伍更精!作风更纯!成为更有战
斗力与亲和力的报社 * 二杯酒举过
头!祝福报社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不
断创新!日益兴旺发达!一年一大步!

更上一层楼!办成一张更具品牌价值
的报纸*三杯酒举过头!祝福新老报
人和谐相处!身体康健!家庭幸福!老
报人继续发挥余热!保持晚节 !年轻
一代德才学识均有进步!讲究职业道
德!提高业务素养!早出多出成果!无
愧于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人民给予的
厚爱"

祝福您$$$我终生相依相守的
达州日报!明天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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