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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对一份报纸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如
果，将她的每个足印连
接起来，将是怎样一段
不平凡的历程？40年，
一份报纸跟你、我、他，
跟我们的世界，会有怎
样的交集？从中，我们
读出了什么？

1991年，是梁山县
划归济宁管辖的第 2
年。这一年，我到曲阜
师范读书，在学校教学
楼前的阅报栏里，每天
都能看到《人民日报》
《参考消息》《中国教育
报》《大众日报》和家乡
的《济宁日报》。

每当看到《济宁日
报》，亲切、温暖之情油
然而生。从那时算起
来，我与《济宁日报》相
知相伴已近30年，算是

“老朋友”了。
学校有专人管理阅

报栏，每天一早定时更
新报纸。在资讯尚不发
达的年月里，阅报栏无
疑是了解世界最好的窗
口。课间或者饭后，总
有一群风华正茂的学
子，在阅报栏前恭恭敬
敬地虔诚阅读。对于学
习者来说，读报，是一道
亮丽的风景，难以忘怀。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
者，我一直对各家报纸
的副刊喜爱有加，比如
《人民日报》的《大地》，
《大众日报》的《丰收》，

《济宁日报》的《文化周末》，尤其是《文化周末》的《太
白》文学副刊，我是每期必读的。常在《文化周末》发
表作品的本土作家和外地文章大家，令我耳熟能详，
钦慕不已。他们离我很近，又遥不可及。

我素有做摘抄、记笔记的习惯，读报遇见好的词
句、文章，就会随手记在笔记本上。经年累月，摘抄了
几十本之多。

因一份对文学的执着爱好，入学后不久，我就加
入了学校组建的《鲁风》文学社。在那段青春岁月和
那方精神家园里，我得以结识一些同道，他们是我的
师哥师姐和师弟师妹。从此，对文学的热爱更执着
了，也对各报副刊更加留意。

1994年，我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教书。
在学校订阅的几份报纸中，我对《济宁日报》的喜爱不
减当年。时间长了，传达室的老师傅知道我喜欢读
报，每期副刊都给我留着，有时我可以把报纸带回办
公室或家里读。学校里的旧报纸不止一份，遇见心仪
的文章，索性据为己有，收集起来做成剪报。

读得多了，不觉手痒，开始利用工作之余提笔写
作。先是写点门槛低的散文、随笔之类，可长可短，循
序渐进。写完就投给《济宁日报》《山东教育》或《济宁
教育》《梁山报》等内部报刊，竟然偶有作品发表，自是
喜不自胜。

2009年2月20日，我的散文诗《叩山》发表在《济
宁日报》，之后的《唤冬》《邂逅清照》《秋雨之夜听阿
炳》《那些手写的春联》《在时光深处等你》《又是一年
三月三》《遥望洪洞》《山行》等20余篇（首）散文、诗歌
在《济宁日报》发表，100余篇散文在《济宁晚报》刊登。

发表作品多了，开始在县里小有名气。2012年5
月3日《今日梁山》发行以后，我写了很多反映家乡风
物的小文，先后在副刊发表200余篇，我收获了驾驭
文字和体悟情感的快乐。

2014年5月16日，我参加济宁市作家协会第四
次代表大会，与常在报纸“谋面”的几位作家不期而
遇，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些素来景仰的人。会后，我写
了篇小文《一面》，发表在《今日梁山》副刊。

2015年，我被县政协聘为文史研究员。随后，走
访了不少地方，搜集了不少文史资料。每次调研，我
都为脚下这方土地厚重的文化所折服。每次座谈，我
都从亲历者那里收获校园里得不到的知识。

参观嘉祥武氏祠汉画像博物馆后，我写了《寻访
武氏祠》，陆续写了《那一袭青衫》《青山寺寻幽》……
发表在《济宁晚报》等报纸副刊。

我常常想，搞采访、写作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力量激励他们在这条路上奋力前行，跋涉不
已。当我跟一些作家有了一面之缘，当我在报刊之上
一次次读到他们的文字，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看见了
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的勤奋耕耘。

回首结缘《济宁日报》的30年，我从青涩学生到初
为人师，从笃好文学到加入作协，走过的每一步都历
历在目。是家乡的《济宁日报》和那些躬耕不辍、默默
无闻的编辑老师，还有来自本土的作家老师影响着我
的前行与蝶变。

几十年来，不管时光怎么改变，不管工作单位如
何变动，我的阅读和写作习惯不仅从未改变，反而与
日俱增。在纸媒千锤百炼，数字报刊比翼双飞的今
天，我开始将每期的副刊数字版收藏起来，碎片时光
慢慢品读。

锦绣年华四十春，福熹普惠故乡人。1983年12
月26日，由中共济宁市委主办的《济宁日报》正式复
刊，今年又迎来她的40华诞。40年，她风华正茂，在
金子般的岁月中迈出坚实的步履，她的目光更深邃、
步伐更加坚定、姿态更雍容。

在《济宁日报》复刊40年这个我们共同期盼的日
子临近之际，请接受一个虔诚作者、热心读者的祝福：
《济宁日报》，你的明天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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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日报》复刊那年，我9岁，也从那时起，我和这份
报纸有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

上小学时，每天放了学，除了完成作业就是往二爷爷
家里跑。他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家里有我喜欢的收音机和
小画册，还有他从学校里带来的报纸。

二爷爷很喜欢《济宁日报》，有时候，他会把里面的文
章念给我们听。耳濡目染之下，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份报
纸。识字越来越多了，我学会了借助《新华字典》读《济宁
日报》。有些内容看完不太理解，我就向二爷爷请教，从报
纸上知道了很多国家大事。有时候读到优美的文学作品，
我就摘抄在笔记本里时常诵读。

上初中时住在学校，每逢周末回家，我就向二爷爷借
一些《济宁日报》带回学校。放学后在宿舍里读《济宁日
报》，是我课余最幸福的事儿。

我喜欢报纸散发出来的油墨芳香，那感觉就像饥饿的
时候遇见最喜欢的美味。我除了看报纸刊登的新闻，还看
连载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歌，也看评论文章、理论研究、
广告等。拿到一张报纸，我会从头读到尾，爱不释手。

因为常看《济宁日报》的理论性文章，我发现自己懂得
了更多理论政策知识。记得读高中时，有一次回答政治老
师的提问，我就用到《济宁日报》文章里的语句，老师听了
鼓励我要保持这个良好的阅读习惯。

从那以后，我常读《济宁日报》的时政评论，把一些好
的语句、段落抄在笔记本上，有空的时候反复阅读，加深印
象。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济宁日报》伴我成长，陪伴了我
的阅读时光，成为我了解世界的窗口。《济宁日报》，见证了
一个懵懂少年追逐理想之路。

1996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邹城市田黄镇，成为
一名教师。我和广大读者一样，被《济宁日报》报道的各行
各业英雄模范事迹所鼓舞，被《济宁日报》报道的家乡身边
人、身边事所吸引，受到政策的指引和科技创新宝贵经验
的启发。我坚守在三尺讲台，默默耕耘着，用爱仰望幸福，
践行着教师的使命和担当。

应该说，我这27年的时光，融合着与《济宁日报》千丝
万缕的情愫，是人生最宝贵的岁月。我的文字、我的情怀、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与《济宁日报》密不可分。

《济宁日报》作为济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
带，始终记录与刷新着从农家庭院、田间地头，到学校机
关、工厂车间的生动场景，成为孔孟之乡亮丽的文化风景
线。

2013年夏天，我被借调到邹城市田黄镇党政办工
作。按照领导安排，我主要负责文字材料、新闻宣传报道
和信息等工作，向《济宁日报》投稿成了我的主业。

由于知识浅薄，又无实践经验，怎样当好通讯员，还真
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初写稿件，甜酸苦辣的滋味
都尝到了。党政办主任冯贵雨同志的《济宁日报》剪报合
订本，成了我工作的“救命稻草”和“武功秘籍”。

从最初的细读精读到仿写，从一个新闻事件的采访到
成稿，往往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许多稿件，
写了又写，改了又改；稿未写成，寝食不安，甚至彻夜难眠。

作为业余通讯员，全凭自己对写稿的爱好，不计名利，
尽心做到脚勤、手勤、笔勤，虚心学习，像蜜蜂采蜜一样。
当时，我身边常备一个笔记本、一支水笔、一台照相机，不
管是天寒地冻、酷暑难耐，还是风雨交加，许多稿件都是抢
时间、赶进度、饿肚皮、通宵达旦写成的。

在党政办工作期间，我刻苦钻研新闻理论和业务，逼着
自己夯实新闻写作功底，竭尽所能让自己从新手向好手、快
手慢慢靠拢，逐渐成了新闻宣传报道工作的骨干。说句实
在话，要不是苦中坚守，乐于奋斗，这支笔早丢弃了。

2013年8月13日，我在《济宁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小
稿《田黄镇四措并举发展生态旅游》。当我看到自己的心
血变成了报纸上的“小豆腐块”，心中的喜悦难以表达。

这十几年，我在《济宁日报》发表新闻、诗歌、散文等
200多篇（首），有的还获得了国家级和省市级奖励。我借
助《济宁日报》的广阔平台，先后在新华网、人民网、中国作
家网和《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大众日报》等
媒体发表新闻、文学作品800余篇（首）。

《济宁日报》让我时常从眼前生活的苟且中眺望诗和
远方，探寻人生的意义。她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路，
指引我笃行不怠、上下求索。

《济宁日报》，我想大声对你说：“一路同行，感谢有
你！”

难以割舍的缘
济宁市邹城市田黄镇教办 张云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的爱好就是读报，尤其喜
欢读《济宁日报》。

自从2016年与《济宁日报》结缘以来，我在这片沃土
上尽情耕耘，在写作中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济宁日
报》给了我广阔的创作空间，见证了我从一名业余通讯员
成长为宣传骨干的历程。可以这么说，与《济宁日报》相识
相知，是我人生幸福的事，也是成就我未来发展的基石。

2016年7月，我在济宁的一个工地从事技术工作。初
次来到一个陌生且条件艰苦的环境，孤独、寂寞、无助一股
脑地涌向我。为了打发工余时间，我开始翻看项目部订阅
的报纸杂志，无意间看到了《济宁日报》，如见到老朋友一
般亲切。

每日清晨，我迎着朝阳匆匆前行。到办公室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拿起《济宁日报》，从头到尾，轻轻翻阅，细细
品读。看着清晰的字迹，嗅着淡淡的墨香，我不仅了解了
国内外大事要闻，还拓展了思维，开阔了视野，让我有了积
累，有了成长，有了进步。

有时候，我会把报上看到的国内国际新闻、文学作品
以及新近发生的事说给同事们听，讲起来滔滔不绝、有声
有色。可以说，这份报纸，承载了我青春岁月里太多的温
暖，太多的期望和太多的回忆。

我一直对写作情有独钟，业余时间用心观察生活中的
大事小情，然后把它们写成稿件投给《济宁日报》。

2017年3月17日，一个让我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
的《济宁日报·文化周末》第6版《生活》版块《周末札记》专
栏，发表了我写的《风筝放飞的是心境》。我抑制不住兴奋
之情，心中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不仅把我的作品剪下来贴
到小本子上，拿给项目部的同事看，还把一份报纸寄给了
父母。

作为一个流动作业的外地人，《文化周末》编辑的支持
和关爱，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让我更加热爱写作。从那以
后，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从《济宁日报》的忠实读
者，变成热心的投稿人，相继有多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

每当我在《济宁日报》看到自己的文章，就有一种亲切
感、荣誉感和自豪感。这种精神层面的收获，是物质世界
里找不到的，也是我一生中创造的最大财富。

由于我的稿件经常在报上出现，单位领导特意把我从
生产一线调入机关，负责宣传工作，从而走上了更为宽阔
的事业平台。到机关工作后，《济宁日报》一直安放案头，
这份第二故乡的报纸，成了我零距离的良师益友。

从此，我开始研究和摸索“这个消息为什么这样写”
“这篇稿件为什么会发表”“这张图片哪里拍得好”……好
的报纸就是一所好的学校，是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

《文化周末》新颖的版面、广泛的知识和丰富的内容，
让我受益无穷。报上的每篇文章都是一声时代的召唤，每
首诗歌、每篇散文都是一部永恒的记忆，每个版面都设计
得那么生动、精美，她深深地吸引着我。每每读过一遍，就
会觉得视野开阔、耳目一新，带给我的不仅是知识和智慧，
还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和享受。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但我与这份报纸的情感一直在
延续着。

《济宁日报》伴随着祖国前进的雄劲步伐，承载着读者
的殷切期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真诚信赖。《文化周末》记
录了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流淌着岁月的沧桑，讲述着动
人的世界各地的故事，给了我想象的羽翼和前行的方向。

相逢是缘，感恩有你。作为《济宁日报》特别是《文化
周末》忠实的读者和作者，我想说，无论时间怎样流转，济
宁都永远是我的梦里家乡。

你放飞我的梦
湖北武汉中建三局二公司 梁征

季羡林说：“每个人都有
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
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
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
样子。”艾青说：“我的思念
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
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
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
能看见它。”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
情。我的老家在凤凰山以
东的城前镇南岭村。村子
不大，空气很好，远远的四
周青山绵绵。

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
候，父母把家搬到了尚河。
至今我也没弄清尚河、青
邑、犁行、渠庄、圈里、北王
这些地名的含义，只是觉得
上口、优雅。

每年中秋节的时候，父亲总会用自行车载着我回
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过节。叔叔们尚未分家，姑姑
们尚未出嫁，好大一个家，过节也是人声鼎沸。

那时的家宴简单，回去的时候夜色初上，四周的
景物依然清晰可辨。在09公路标村段，有个大大的
坡，父亲就推着车子，我们慢慢走到坡顶。停足间，一
轮硕大的月正出于远处的东山之上。因为年纪尚小，
那时候觉得老家的路很长，街道也很宽，秋天地里的
农活也很多。留在记忆里的那轮明月，至今还是最大
最美的。

“玉露金风满桂枝，清光因此更华滋。一年月色
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经历夏的酷热难熬，已是
秋高气爽，寒冷尚远，仲秋正是一年里最舒适的季
节。在春耕夏耘的辛勤劳作之后，终于迎来瓜果飘
香、庄稼成熟的丰收时刻。天上月圆，人间团圆，一轮
明月契合了人们对团圆的情感期许，对圆满的审美认
知，寄托着人们对团聚的美好向往。

天清人近月，风动叶鸣秋。千古一月，望月怀远，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
中秋”“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在这个共享明月的节日，渴望团圆、期盼团聚的
心情自然而然，再正常不过；然而“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
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盏凄然北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的中
秋，诗意中有伤感，旷达里透出乐观。分离恰恰凸显
了团圆的意义，一年中的月满，唯独中秋之夜让人觉
得格外珍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不得现在，中秋节、春
节，在我幼小的心中是渴望的。一块老月饼，就感觉
极大的幸福和满足，不像现在，赏光似的，给家人面子
似的，才吃上一小块。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家人团坐，灯火可亲。小
时候的中秋，母亲在晚饭后才拿出月饼，让家人品尝，
叫作“圆月”。后来的中秋节，渐渐让给电视上的晚
会，现在又让给手机里的视频，坐在一起谈笑的时光
愈发罕见。当时，父亲还在；当时，只道是寻常……

后来，大家的日子都好起来，我们的国家也强起
来。家国情怀，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感受尤为强烈。
国好家好，国富民强，我们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
中秋一夜月，千载家国情，家和、民安、国泰一脉相承。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一捧月光
清澈洒下，一块月饼慢慢咀嚼，这其中应品出家国的
味道。无论身在何地，中秋的明月与月饼的香气，总
能勾起游子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总能勾起我们
深沉的家国情怀。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
又是一载好时节。品悟中秋，寻觅的是乡愁……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回首，长空万里，云
无留迹，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月出东山之上，像极了小时候的那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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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金黄的秋日，浑黄的黄河水奔涌着穿过家乡
的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是喜悦着的。硕果累累的枝
头，鸟儿欢快地跳来跳去，肥硕的身体圆滚滚的。

漫步在母亲河畔的田野里，把“春种一粒粟，秋收
万颗子”后面的诗句一个字不剩地忘掉，不去怀想那
些忧伤的日子，秋日里的心情只有灿烂。

当明晃晃的镰刀挥起，一片庄稼齐刷刷地倒下，
玉米大豆饱满的籽粒堆满视线，果香豆香在空气里盈
满，收获的季节里，实实在在的诗意飘飞。

即使蝴蝶走了，蜜蜂也走了，又怎样呢。心里的
蝴蝶永远都是翩然着的，丰满的日子也总是笑声朗朗
的。

用一抹亮蓝点燃秋日的心灯，就不会在秋日里总
去捡拾那些萧瑟。看见了南飞的雁，不会想到离别；
看见了枯干的秋叶，不去感念生活的无奈；看见了秋
霜浸染，不去怀念心头的创痛……

用快乐的心境去思考，秋雁南飞是寻找幸福和温
暖去了，枯干的秋叶是去回报给予它生命的大地去
了，秋霜浸染是让来年的生命更顽强，秋风扫落叶也
是新的生命的轮回。

赶在黄昏来临之前，安安静静地坐在余温尚存的
河滩上，一些缤纷的叶片在水面上游弋，大片亭亭的
芦苇正在飞雪，美丽的野鸭忽地从河面呼啦啦飞起，
夕阳一点点地隐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秋天美到了极致。即使秋日的阳光隐去，雨声淅
沥的时刻，秋风是凉了，那就着一件长衫，撑一把鲜艳
的伞，闲看雨花散碎风中，如烟如雾、远远近近地氤氲
着。

一袖薄凉的潮湿，满地水声的韵动。晚间，秋虫
的声音响起来，捧一本书，拥被而卧，找来快乐灵动的
文章，让细细碎碎的温暖流动在静静的心底。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人站在
高高的山顶，看到夕阳晚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尽染，
晚霞与红叶交织满目的云锦彩缎，比江南二月的春花
还要火红。这片与众不同的秋色，让诗人发现秋天比
春天更强烈的生命力，也更有人生向上的精神。

这是我们的岁月，因为我们还要经历无数这样的
秋天。就把秋天看成画好了，用绚丽的色彩一层层尽
情涂抹。那些金黄的向日葵已经笑意盈盈地成熟了，
如灼目的数不清的太阳一样耀眼，在清亮的双眸里，
一样火红、亲切、温暖。

点亮秋日的心灯
崔向珍

黄河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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