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个多月前!接到" 达州日报#编辑部打来电话!约
我写篇" 达州日报$创刊六十周年的纪念文章% 搁罢电
话!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总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娓娓
道出!正当提起笔时!我又不知该说什么!从何写起!说
实话!" 达州日报$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今年迎来了她六
十华诞生日!我也由一个青年迈入了中年!不知不觉间!

从事新闻工作已整整
! "

个年头%这期间!正是有了报社
老总和编辑老师的无私厚爱!我的写作才频频出彩%

我对" 达州日报$的印象!还得从上小学时说起% 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母亲在村上当干部!不论是到乡
上开会还是上街办事!每次回家!总要从邮局带回几份
报纸!其中就有" 通川日报$ !也就是后来的" 达州日报$ %

那个年代!要是十天半月能看上一场坝坝电影!心里头
甭提有多高兴!电视还没听说过!人们的精神生活极为
匮乏% 随着识字的不断增多!我开始试着读报!渐渐地!

我对充满油墨香的" 达州日报$产生了依恋% 说来也巧!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的语文出奇的好!写的作文时不时
在班上或在校内当成范文!供同学学习参考% 时隔多年
以后!我常常地在思考!自己能对文字感兴趣!以至能走
到今天!毋庸质疑!" 达州日报$应是我成长的启蒙老师%

在依稀记忆里!" 达州日报$淡出我的视野!是在我
离家到外地上高中时% 真正与" 达州日报$结下不解之
缘!确切地说!应是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乡镇工作后%记
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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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我将用信笺纸誊写的有关农
业生产工作稿件投给了" 达州日报$ !万万没料到的是!

当年
"

月
' !

日第
(

版! 我的处女作 " 双拱乡人口计划
接受群众监督$赫然见诸报端!那份愉悦无法用言语来
形容% 多年来!我仍心藏着对这位做& 嫁衣'老师的由衷
感激!给我增添了写稿的信心和力量%

从这时起! 我不管本职工作多忙! 下村回来有多
累!总是要忙里偷闲!挤出时间!在斗室里死心塌地耕耘

& 方格田'% 人们常说(& 操千曲而后晓声!磨千剑而后识
器% '同样!写稿!没有一番艰辛付出!又哪来稿件见报之
乐呢) 为了信守心中的那份诺言!我远离麻将*扑克*象
棋等娱乐活动!更与

) *

厅*游戏厅无缘!放弃了许多休
息和玩耍的机会!以孤灯为伴!以书报为友!其中的酸甜
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 " 达州日报$磨砺了我的意志!锻
炼了我的头脑!使我从一个& 门外汉'变为了& 门内汉'!

必将让我铭记终身%

人的一生!倘若是一个追求的过程!那其中便包含
着一次次对自我的超越% 正因如此!我才实现了由& 副
业'向& 主业'的角色转换!

%++%

年
%

月!由乡镇走进了
县计生局+

%++(

年
&

月!又调到了县委宣传部% 屈指数
来!专职从事新闻工作已有八载% 在做驻站记者的日子
里!承蒙报社老总和编辑部老师的鼓励!到一线采访的
冲动*写作的激情!就像不竭的泉水!汩汩而来% 我不停
地写!有时一周几乎天天有稿子见报!我在新闻的海洋

里不停地徜徉,,无疑!采访和写
作就是我的生命!成了我不可替代
的部分%

有了老师们的教育和启迪!才
使我创造了好稿% 我采写的" 老帮
工& 下岗'$ *" 五丰村菜农不出家门
也赚钱$ *" 大竹

' ,(

万专业大户成
为执照农民$ *" 冬天里的温暖$等
获奖作品!都是我发扬达州日报人
那种深入采访*反复调查 *找出最
佳切入点*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而
得来的% 同时!我的工作也得到了
当地党委 * 政府的肯定和褒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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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被达州日报评选为
& 百佳通讯员 '+

%++ -

年被达州市
委表彰为& 优秀新闻工作者'+

%++#

年
.

月!荣获& 大竹县第一届十佳
公仆'荣誉称号,,这一切 !是达
州日报给予的! 不管我走多远!无
论我在干啥!也不会忘记我永远的
良师---. 达州日报# %

如今!我的脉管里仍奔腾着青
春的血液%. 达州日报#近年一次次
改版!一次次创新!愈来愈充满朝
气!为党政分忧!为百姓解难!前程一片光明% 适值达州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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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日之际! 我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献上真诚
的祝福(祝您生日快乐/ 我将永远对您充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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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 通川报#创刊的时候 !我只有
' +

多岁! 在达县高坪乡邮政代办所当邮
递员% 邮政代办工作!给我提供了阅读报
刊的机会% 每天看着整整齐齐的铅印字!

觉得十分神圣+再看到文章的署名!更令
我心生敬佩% 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的

& 文章'和& 大名'也能在报刊上出现%

我文化底子薄!要想实现当& 作者'

的梦想!必须加倍学习% 于是!我白天参
加农业生产劳动!走邮路!投报刊 !送邮
件!晚上读报!也试着写稿% 把身边的好
事趣事记下来! 把农民的欢声笑语写进
去% 认真地写!反复地写!一篇篇文章只
敢放在自家的书桌前% 终于有一天!选了
几篇& 得意之作'!工工整整地誊抄后!装
进充满希望的信封!贴上邮票!投往了一
些报社的编辑部! 等到的结果是石沉大
海% 就这样写啊写!投啊投!忙碌了十多
年!虽没有一篇文章见诸报刊!却依然没
有泯灭我发表稿件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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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通川报#的. 通讯往
来#第二期刊载了我写的. 用无产阶级观
点看待新闻的真实性# !& 韦先锋' 三个字
终于变成了铅字/ 再细看变成铅字的文
章!与自己的原稿判若两然!我知道 !那
背后凝聚着报社编辑们的智慧和心血 !

也让我写稿有了样板和规范% 从此以后!

我把投稿的方向瞄准了. 通川报# !发表率
日益提高% 其中!. 朱三千人老心更红# *

. 社会主义迷---朱三千#等系列稿件发
表后!. 通川报#还组织了讨论!并配发了
编者按% 数十年的努力!我连续数次被评
为基层骨干通讯员%

我刚开始写稿子时! 总认为越长越
好!总想完整无缺!& 黄鳝泥鳅一串穿'!把
收集到的材料!不加分析!全都装进去 !

可仔细一看发表的稿件! 仅剩下一件事
或一个人!说明写新闻稿!应一稿一事 !

突出重点%于是!我坚持做到& 三对照'(原
稿与修改稿对照!投递稿与发表稿对照!

自己写的稿件与报纸刊登的同类稿件对
照% 特别是从发表稿与投递稿的对比中!

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体会到编辑的用
心% 虚心向编辑老师学习!成为我写稿进
步的捷径%

四十多年来!我把发表的每一篇稿子
都剪裁下来!认真地保管%在我

- +

岁生日
那天!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我发表的两
千多篇文章中!筛选了近百篇稿件!整理
编辑成. 韦先锋通讯文稿集# !当儿孙们把
那本漂亮整洁的& 专著'交到我手里的时
候 !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终于实现了& 出
书'的心愿/

回望我这几十年走过的邮路!再看看
写出的一篇篇稿件!. 达州日报#已成为决
定我生命历程的重要一环%妻子由一个文
盲变成了可以识字断句的& 先生'!家里的
几个孩子和孙子辈也受到了熏陶和感染!

他们都比我更有出息% 这些福气!固然离
不开社会进步带来的机遇!同样实实在在
离不开. 达州日报#给力%在. 达州日报#六
十岁时!难道我不该由衷地说一声感谢)/

在. 达州日报#的养育下!我健康地步入了
古稀之年!希望& 年轻壮实'的. 达州日报#

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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