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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 ! 达州日报" 创刊六十周
年 # 面对由一报发展为三报一网两
刊$ 面对从几幢低矮破房变为

"#$$

多平方米的智能化报业大厦$面对办
报告别% 铅与火&'% 笔与纸&的现代化
编印系统$面对从满目疮痍发展到职
工居有房(住在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
中(我为报社如蛹化彩蝶般的嬗变而
欢欣鼓舞(并为她将嬗变得更加令人
神往而由衷高兴#

报社发展到今天(实属来之不易#

单说复刊前后那段时间吧( 就够人感
叹不已的了)

#$%&

%&'(

年
)

月(当时的达县地委报
经省委批准(决定! 通川报"*! 达州日
报"前身+

*

月
%

日复刊#这距
%&'$

年
)

月
+,

日停刊已经
(

年了# 停刊后(

报社人员各奔东西(办公房屋'用具被

占用(印刷设备被搬走#要在两个来月
就出报( 这的确是摆在通川报人特别
是总负责人刘云杰同志 * 其他二位领
导未到任+面前的严峻考验#面对重重
困难(他没向地委叫苦(坚定不移地筹
划'指挥着复刊的全盘工作#

其时( 依靠原地委报道组过来的
高文舫* 原报社编委+ '朱浩然 '曾天
海'王大江'陈琼芳'彭朝贵同志抓筹
备起步工作$同时(调回原报社骨干黎
志勉'何全堂'陈国亮'杨利华等(并从
各县委报道组等抽调人员组建采编队
伍#当时(个别已报到的同志见办报条
件十分艰苦(加之认为办报风险太大(

借故请假回去就不来了# 但绝大多数
同志都以苦为乐(个个雄心勃勃(干劲
十足( 决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如
期把报纸好好地办出来#

'()*

办报的头等大事是要掌握好宣传
什么(如何宣传# 复刊之时(正是极左
思潮登峰造极的时候# 在那样的历史
条件下办报( 真是如履薄冰( 稍有不
慎(动辄得咎#

为了把报道思想掌握好( 把报道
方针制定好(

)

月上旬(刘云杰同志就
派高文舫'米凤洲* 原编委+ '杨德福和
我前往成都'绵阳'万县等地取经# 主
要是了解各报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

报道思想#

)

月下旬我们回到报社向

领导汇报后(领导决定内设机构为,组
版编辑组(含美术摄影'校对组'资料
室 (共

%%

人 (由高文舫负责 $政治时
事组* 负责编上层建筑稿件+ (含收讯
室(共

'

人(由米凤洲负责$地方新闻
组* 负责编经济基础稿件+ (

*

人(由樊
勇修* 原编委+负责$通采组* 相当于后
来的群工部和记者部+ (

%$

人(由尧毅
负责$办公室

)

人(由朱浩然负责# 到
此(所有人员按部就班(各司其职(各
尽其责(不再是临时要人随便抓了#

+,-./01

当时党报的办报方针是% 全党办
报'群众办报&#通采组成立后(最紧迫
的任务就是一手组织地方稿件( 一手
抓恢复发展全区通讯网# 为了尽快在
全区铺开通讯工作 (

(

月
,

日至
%$

日( 原达县地委宣传部和报社联合召
开各县委报道组长会议( 会上提出了
恢复发展通讯队伍及采写地方稿的明
确要求# 从

(

月底到
*

月底(渐有来
稿#据宣'开'万三县统计(共来稿

%)"

件(用稿
%$

件(说明来稿的质和量还
跟不上报纸的需要#

当时(报社真正把通讯员视为% 上
帝&# 对其来稿不仅每篇必读(记下优
缺点( 符合报道要求的及时送有关编
辑组#有的稿件还集体讨论(意见集中
后(或直接给作者回信(或针对普遍存
在的问题写综合退稿信( 打印后寄给

每个通讯员#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通讯
员的政治' 业务水平(

%&'(

年
%$

月
! 通川报通讯" 创刊(

)+

开(

'$

来页#

第一期印
,$$

份 $ 第二期
+$$$

份 #

%&'*

年改为双月刊( 最多期发数达
+*$$- )$$$

份# 其内容含当前报道意
见'新闻基础知识'好稿评介'优秀通
讯员'应注意的问题等#每期! 通讯"从
新华印刷厂拉回来后( 通采组全组动
手(写信封'装刊物'刷浆糊# 封好后(

就用农村装牛草那样的大稀眼背篼(

你争我抢地把一背背刊物背到邮局去
寄#

通过一系列扎实工作( 通讯员队
伍发展到两三千人( 复刊之初的% 稿
荒&彻底解决了(稿件质和量都有显著
提高#据! 通川报通讯"

%&'*

年
(

期表
载( 当年

%

至
"

月单是文字稿来稿即
达

&'%*

件( 用稿
"($

件( 用稿率为
".,*/

#

复刊至今(倏忽
)'

年#

)'

年来(

我见证了报社翻天覆地的变化$ 亲历
了广告从无到有' 报业的不断跨越发
展$享受了生活由苦到甜的无比欢乐#

在纪念报纸创刊
"$

周年的时候 (欣
喜看到报社党组率领全社职工( 正在
深化改革中昂首阔步向更美好的明天
挺进#作为当年复刊的参与者(我感到
格外欣慰(格外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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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我从平昌县委第一
任通讯干事岗位上(调到已创办近两年
的通川报* 达州日报前身+作记者#粗略
熟悉一些业务知识后(于当年

*

月分配
到万源县采访#虽有作通讯干事一年多
的经历(能写一些稿件(但作为记者单
独参访(还是%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

里有点% 悬&#但想到作为代表报社的记
者(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也是对自己一
个极好的锻炼(便下决心一定要深入基
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克服困难(完
成任务# 将近

"$

年的时光过去了(很
多事情已经淡忘(但

*$

年代作记者经
历的苦与乐(却铭刻在心(久久不能忘
怀#

234567

在青花乡采访革命老妈妈张素英
时(她家人多房少(没地方住# 她们劝
我晚上回乡政府住* 张妈妈家距乡政府
约

+ !*

公里路+ (但我坚持要住在她家(

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便于获取第一手素
材(摘取张妈妈闪光思想的火花# 没办
法(她们只好安排我在她们院子里的堂
屋住下(用两条长板凳放一床凉巴棍(

再垫些稻草铺上棉絮就当床啦# 这个
堂屋大约

+$

多个平方米(中间供着他
们家的祖先牌位(两边还放着两口% 寿
木&* 即棺材(为老年人百年之后下葬之
用(古称寿木# +晚上油灯一点(漆过的

% 寿木&荧光闪闪(很是阴森(让人心里
发怵# 但我转念一想(一个报社记者难
道还怕% 鬼&不成(心一横(也就安然入
睡了# 根据

'

天的跟踪采访(终于写成
了

)$$$

多字的通讯! 革命老妈妈越老
越红---记红军时代的乡苏维埃主席'

八十高龄的老人张素英"一稿# 此稿在
通川报发表后( 又被四川日报刊登(同
时被新华社播发#

894:;7

在庙沟乡二村采访他们的优抚工
作时(住在一位贫农组长的家里(他家
底子薄(没有存粮(什么季节出什么就
吃什么#那时刚栽完秧(正收洋芋#一天
几顿都是洋芋为主食(饭是蒸的整坨洋
芋(菜是炒的洋芋丝(汤是煮的洋芋片#

开始一两天还可以(到了第三天(一吃
洋芋口就发麻了# 心想早点结束采访(

又怕说报社记者吃不得苦(给报社丢面
子#自己事小(报社事大(就一声不吭地
坚持下去# 村长听说组长家没米吃(就
提了几斤米来为记者改善生活#到了第

四天( 材料总算收集齐了( 写成
%$$$

多字的通讯! 一个优抚工作模范村" (通
川报刊登后( 西南新华日报也全文刊
登#

<=>?

报社通知要写篇关于农业合作社
的深度报道(我赶到曾家乡调查采访(

经过
%$

多天的努力(赶写完稿件# 由
于当时曾家乡没有邮政所( 为了赶时
间(傍晚

"

时(我从曾家乡出发 (准备
赶到罗文区上将稿件第二天一早邮寄
回报社# 从曾家乡到罗文区公所大约
有

%*

公里的崎岖山路 ( 沿途森林茂
密(人烟稀少 (岔路又多 (加之天之将
黑(又不熟悉路径(一头闯入% 八阵图&

中(迷失了方向# 令人又急又怕(急的
是不辨东西南北(不知路在何方$怕的
是遇坏人抢劫或遭猛兽袭击* 万源地处
大巴山腹地( 当时常有野猪和豹子出
没+ # 在漆黑的树林中(摸索了

*

个小
时(才终于到达了罗文区公所# 此时已
是精疲力尽(一身衣服也被树枝荆棘扯

得破烂不堪# 罗文区委书记闻讯后(置
酒买菜给我压惊(心中甚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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