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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济宁日报》复刊40年啦！当我看到“40年，我与
《济宁日报》”主题作品征集启事后，立刻搜寻我这40年
的人生轨迹，我不过一个一直生活在农村基层的小学教
师，和咱《济宁日报》能有交集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是
有联系，还算得上有缘分，甚至有奇缘。

奇缘一，咱报编辑竟然回信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上中等师范。不知咋地，忽

然一下子迷恋上了现代诗，不知天高地厚地爬起了格
子。在一所小学任教后，虽然是笔耕不辍，向全国各大报
刊疯狂投稿，但除了在县级的报纸上发表过，无一例外的
都是石沉大海，就连个泡泡也没有。

2003年春，因为人生遭遇了重大变故，我中断了写
作。直到10年前，我总算缓过了劲，心中又燃起了文学
的梦。自以为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心态平和了许多，也自
觉水平有所长进，但没想到依然是梦想很美丽现实很骨
感。

就在我灰心无助的时候，电子邮箱突然收到了一封
编辑的回信。回信的是咱《文化周末》的主编成岳老师。
可惜那个投稿邮箱在我更换新邮箱之后丢弃了，那封回
信看不到了，但信的内容一直铭记在心。

回信主要有3个意思，一是感到惋惜，这次投的小诗
因为错过了时机而无法采用了，二是顺便交代了一些投
稿的注意事项，三是指出了我的问题。可能是注意到我
总是投稿诗歌吧，建议我多写写散文，思路再开阔一些。

就好像炼金士找到了孜孜以求的炼金术一样，在那
以后的几年里，我迎来了一个写作的收获期。除了在咱
《济宁日报》发表了《菊开蓼河》《社区石碾转起来》《学生
要排队，家长要插队》《华灯夜黄屯》《春走金口坝》等几篇
文章，也在其他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文，有些文章甚至
被平台转载和书籍收录，还有一首短诗差一点就要被《诗
刊》采用。

我收获的不仅有文章发表带来的喜悦，更有编辑老
师改稿带来的启发。比如《华灯夜黄屯》这篇文章，我投
稿时用的题目是《华灯初上夜黄屯》，当时也没怎么推敲，
直接就套用了“华灯初上”这个成语，编辑老师给去掉两
个字后，才发觉这样作题目不仅是简洁有力了，而且和文
章内容更相符。

奇缘二，咱报记者姓名和我一字之差。
《文化周末》组织过不少影响很大的活动，在《光圈》

版块举办过的话题征集活动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期的话
题是《你还写信吗？》。原本我是个慢性子，参加什么征文
都是要临近截稿了才发过去。但是看到这个话题，我却
第一时间就投了稿子。

原因很简单，这次有了现成的稿子，投稿时还情不自
禁地附了这么一段话：“这是几年前写的一首小诗，写的
倒也是一段真实的经历，大概是在1991至1997年那段
求学的时候。今天一看到您的征稿启事，一下子就想起
了它，不知是否合意……”

没想到，这首一直未能发表的《折叠的光阴》，不但很
快被咱报采用了，而且编辑老师在这期“编者的话”中，还
提到了我的稿子，并特意指出我和咱报《文化周末》一位
记者名字仅一字之差。那位记者叫赵星灿，“真是缘分
啊”。这样的“编者的话”，让人感到亲切而温暖，这份厚

爱让我一直记在心里。当时还不知道，编这些稿子和给
海内外作者、读者一一回信的人，都是成岳主编。

奇缘三，意外得到了家人的信息。
最近读到咱报9月17日《文化周末·文心》版块中《老

师的16封信》这篇文章，我竟有了惊奇的发现。作者袁
福夏老先生写道：“1963年7月，我们去兖州县城关医院
实习，针灸室的赵中华大夫对我们甚是关心。他辅导针
灸，以自身作教材，让实习生在他身上练习扎针。这深深
地触动了我，便以《实习日记》为题，写了他的事迹。”这篇
文章是作者写自己老师张九韶先生的。

“赵中华”这个名字不禁让我脑子一震，这不是我伯
父的名字吗？姓名一字不差，再仔细一看，时间、地点、职
业都对得上，应该错不了。我伯父悬壶济世大半生，为人
忠厚，待人和善，擅长针灸，在当时也算是略有名气，后来
由医改政。

我又问了问三姑及两位堂哥，他们都说这事错不
了。袁老先生所回忆的这段往事，已是60年前的记忆
了。那时我伯父年方而立，但如今伯父因病去世已20年
了。

光阴如梭，物是人非，隔了这么久远，从咱报上又了
解到了伯父生前的寸善之举惠泽了众人，让人不胜唏
嘘！有机会的话，真想敬读一下袁老先生的《实习日记》
这篇文章。

4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是半生。40年，对于一份
报纸而言，才是正当年。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与咱报结缘，
祝咱《济宁日报》越办越精彩，《文化周末》越来越暖心。

【编者的话】11月17日大约11:30，我们读到作者赵廷
灿10:57发来的这篇征文，见文中提到赵中华医生是作者
伯父的记述。5分钟后，我们与《老师的16封信》作者袁
福夏和该文主人公张九韶两位老人取得联系。张老10分
钟后微信回复说：“真巧，成了一段佳话。”并于12:02发来
夏老提供的1963年刊登《实习日记》的《健康报》照片。

看来，两位耄耋之年的读者与作者，为了及时回复我
们，连午餐也被叨扰了，令人愧疚与感动。而在13时许，
远在青岛，忙着一个中午翻找1963年《健康报》的夏老迅
捷回复说：“啊，真是千古传奇，令人震惊！又竟如此巧
合！真没有想到啊！感谢这位与《济宁日报》有缘分的作
者（赵廷灿），竟又令我回忆起我对赵中华大夫的往事记
忆，他那么仁慈，那么详（祥）和，那么令人可敬！烦请老
师让我对他问好！并通过他向赵（中华）老师的后人家人
问候！至于实习日记，马上呈上，烦请老师代转。谢谢老
师。”遵夏老嘱托，我们立即通过邮箱，把《健康报》照片发
给了赵廷灿作者。

袁福夏老人81岁，今年教师节前夕写了《老师的16
封信》投给我们。文中讲述了他和老师张九韶先生的师
生情谊，并且念及赵中华医生的医者仁心。

夏老是青岛著名摄影家，文中透露曾是癌症患者。
教师节期间想念老师，从青岛只身自驾曲阜，沿途拍遍山
地金秋红叶，由家在曲阜的侄女劝说后，改乘她的车子来
济宁市区看望老师与师母。

这一连串的传奇，皆由《济宁日报》及本故事提及的3
位作者、读者温暖见证。

我和咱报的3次奇缘
济宁市高新区黄屯中心小学 赵廷灿

在我生活、学习、工作
中，《济宁日报》是令人敬
仰的一个高地，是有着很
多写作、教学大咖云集的
地方，是很多学生、文字工
作者学习和积累知识以及
人生经验的平台。

2016年的初冬，我第
一次向《济宁日报·文化
周末》投稿，邮箱里的回
复，给了我对写作的信
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
次收到报刊主编对我文
章的回复。我的投稿是
一篇影评，也是一篇善恶
一念间的感悟文章。

其实很多事情的开
始，也都是不经意间的一
句肯定、一声称赞、一股
信念支撑起来的，“一念
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正向的理解可以带来巨
大的力量。

在写作这个过程中，
我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
折，甚至曾经想要放弃。
主编成岳老师给了我莫
大的鼓励，经常通过邮件
往来教我写作，给我正向
文字教学指导，还会根据
我的写作风格给出合理
的写作方向。

成岳老师对我影响
深远，他就是我的写作导
师。他不仅点燃了我对
写作的热情，更在我迷
茫、困顿的时候，用他的
智慧和经验指引我前行。

后来，我陆续在《济
宁日报·文化周末》发表
影评、感悟、诗歌、散文，
《文化周末》带给我、带给
读者广阔的包容性，让我
有了更多成长的空间，让
我知道了自己擅长的是什么，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
里。

在成岳老师的引导下，我逐渐明白了写作的真谛。写
作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探索和发现。我开始关注身
边的人和事，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每一次的写
作，都是我在与自己和世界对话、在与矛盾和解；每一次成
稿的修改，都像是在挖掘自我深处的宝藏。

风雨经历四十载，归来成就少年人。在生命的长河
里，能有一次让你回眸一笑的一念间，能有一位愿意将你
从困境中带出来的有缘人，能有一次在逆境中绝地而生的
勇气，将会有无数的可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只要我们心有所感，与《济宁日报》温暖相伴，就能在
平凡写作的世界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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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日报》复刊40年了。
40年来的《济宁日报》，舆论导向正确，办报特色鲜明，特别是它的副刊《文化周末》周刊，

气象盛大，底蕴深厚，温暖儒雅，素朴亲切；既有着独特的地域性，又有着浩瀚的包容性，是济
宁人的文化家园，也是济宁市的文化客厅，更是新时代济宁文化传承发展的长廊与窗口。

说到《济宁日报》，那算是我的良师益友，有这样的良师益友真是一种幸福！我是《济宁日
报》的老读者，也可以算是《济宁日报》的老作者了。《济宁日报》是我“爬格子”的出发地，是我
文学之梦开始的地方。

记得2003年3月，为配合县里创建卫生城，我们局里抽出专人包保沿街小广告的清理。
我们拿着铲子、喷水壶、笤帚等工具，在小区楼道内、街巷公示栏等位置，对小广告进行细致的
清理。

市容环境是文明城市的脸面，乱涂乱画、乱贴小广告虽是生活中貌似寻常的现象，却是关
乎城市文明形象的大事。工作之余，我写了一篇《治治城市牛皮癣》投寄《济宁日报》。

没过几天，就在当月26日《热点透视》专栏发表了。这在当地引起的反响很大，也让我兴
奋不已。从此，我一发不可收，开始积极投稿，与《济宁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订阅
了《济宁日报》，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读《济宁日报》，然后是积极投稿。

2003年开始，我从驩城国税分局调任县国税局办公室，负责局里的信息、宣传工作，从此
真正开始了与文字打交道。我的新闻报道《微山县国税局实施<行政许可法>纪实》《微山县
国税局执行“税企零距离”服务》《微山县国税局双节“封车”促廉政》等。

之后，我的文学作品《雨》《落叶》《相约凤凰山》《有信的日子真好》《窑湾古镇》《微山湖的
“骨牌灯”》《运河上一溜十八口》等一批稿件，陆续在《济宁日报·文化周末》发表。此后，每年
我都有一定数量的稿件在《济宁日报》上亮相。

由于投稿积极，我被聘为《济宁日报》特约通讯员。特别令我难忘的是，2005年被报社评
选为优秀通讯员，数年间多次被上级授予“宣传报道先进个人”称号。

转眼之间，我已近天命之年了，《济宁日报》也陪伴我走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人到中年，
特别怀旧。每每回味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我都会由衷地感谢《济宁日报》的各位良师益友，
尤其要感谢《文化周末》的成岳老师。

我和成岳老师已神交多年，常常在邮箱和微信里交流。他常鼓励我多写稿、写好稿，向我
传授专业知识，对我提高写作水平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一直未曾谋面。

就在今年9月26日，我和县作协几位文友，在微山县文化中心举行的赵明程艺术馆开馆
仪式上，与应邀前来参加典礼的成岳老师意外相遇了，真是有缘。我与他一起深谈、合影，他
的端正大气和宽厚蕴藉，给我和文友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知道吗，《济宁日报》，正因这样的良师益友一路陪伴，何其有幸！饮水思源，感谢《济宁日
报》为我的每一点点向往都给了鼓励，才让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把《济宁日报》比作文学的渡船，因为我的许多作品都经过编辑悉心剪裁，我的每一篇
作品都浸透着编辑老师的心血和汗水。我的作品得以发表，离不开这些默默耕耘的编者们，
他们是作者真正的贵人。

在我这个一直沉醉于文学之梦的作者心中，《济宁日报》是一处让人向往、令人怀想的文
学家园，这里有一群心心相印的师友，一方洁净纯粹的蓝天。

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济宁日报》，将在媒体发展的大舞台
上，不断绽放自己的作为，为济宁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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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目中，《济宁日报》早就是大报了；不仅是
大报，而且是特色鲜明的民生大报、文化大报。

经常看《济宁日报·文化周末》的人都知道，她为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孟之乡济宁地域文
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打造文化名市品牌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纯文学的健康成长付出了莫大
的辛苦和努力。

只要您经常读《济宁日报》，您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
些。

我第一次读《济宁日报》，是在1998年1月末，距今
已经有25年了。我老家是滕州农村，记得那次看《济宁
日报》，是在济宁市市中区洸河路洸河花园小区的舅舅
家。

那年春节假期来济宁走亲戚，无意中看到了斜躺在
角落里的《济宁日报》。当时具体看了什么内容，现在已
经记不清了，反正那时的报纸还不是彩印的，但是印象
很深。

我第一次收到《济宁日报》的稿费，是在2001年3
月。那个时候，我正在济宁电视台《新闻在线》栏目组工
作。记得那年3月16日上午，我收到了《济宁日报·星期
天刊》邮寄的10元稿费。

那个时候，稿费汇款单上的姓名、地址、金额等还不
兴机打，都是纯人工手写。济宁电视台大院东边的常青
东路支局，那时还在正常营业，我就是在那里取的稿
费。现在，这家邮政支局早就拆没了。城市发展了，常
青路也拓宽了。

我第一次被《济宁日报》报道，是在2006年8月11
日。日子为什么记得那么准？因为那天的《济宁日报》
阅读版头条，以《我市一矿工扬名网上 王传钧18万字知
青题材长篇小说被多家网站全文转载》为题，报道了我
业余时间撰写长篇小说的事。这也是我第一次上报纸
头条。

我出的书第一次被《济宁日报》报道，是在2009年3月
的阅读版。这年12月，我写的另一本书又在《济宁日报》18

日阅读版报道并配发了新书的封面，让我印象深刻。
我获得的全国性荣誉，第一次登上《济宁日报》是在

2018年8月24日第3版以《王传钧笔耕不辍 连续七年
获殊荣》为题，对我连续7年获得“全国煤炭行业信息工
作先进个人”荣誉进行报道。

我是学新闻学专业出身的，所以，每年都会给《济宁
日报》投不少的新闻稿，曾在《济宁日报》头版发过，在3
版头条发过，在其他版也发过，消息、图片新闻都有，还
曾与报社记者张家方合作过一篇大稿，2012年7月3日
在《济宁日报》第3版整版刊发，题为《千尺井下为党旗添
彩——记党的十八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山东省优秀
共产党员潘兴喜》，图文并茂，妥妥的重磅人物报道。

俗话说：“树高千尺不忘根，人若风光勿忘恩。”这句
话传达的意思有3层：第一是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是
大地给了它万般的呵护，才得以茁壮成长；第二是做人
风光之时，别忘记当初和你一起打拼江山的帮助过你的
人，要知恩图报；第三是告诫人们，要常怀一颗感恩的
心，人品端正才能得人心。

《济宁日报》发表过不少我的新闻作品，也对我个人
进行过多次宣传。我感恩的具体做法是把《济宁日报》
写进书里，不遗余力地扩大这份报纸的影响。

目前，我已经在2013年11月出版的《写好新闻 给
你6把金钥匙》和今年的《搞活宣传 送你6个锦囊》两书
中，多次以转述和引用的方式，宣传推广我在《济宁日
报》发表新闻的案例。这样就可以凭借书籍的阅读、传
递和收藏，进一步提升《济宁日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济宁日报》在中共济宁市委
领导下，四十年如一日，深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及时报道各条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创造的新业绩、
新风尚、新面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注《济宁日报》的发展与
进步，常订报，多投稿，投好稿。

祝愿《济宁日报》越办越好，祝愿每一位记者、编辑
老师平安健康、幸福绵长！

走亲戚遇见的《济宁日报》
济宁港航梁山港 王传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