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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旧址

从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从周3刊到周7刊，从手写稿件到电脑写稿，
东方圣城网从无到有……红星东路15号是济宁日报社3处旧址之一，在这
里，《济宁日报》度过了一个奋飞的时期，一代报人用纸笔记录了时代的发
展，也见证了报业的变化。

搬入红星东路15号 拥有独立办公场所

1987年，报社由马驿桥街市机关第二招待所搬到红星东路15号，自此
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记者日前探访了今天的红星东路济宁日报社旧
址，办公楼是一栋主体4层、局部5层的建筑。由办公楼入口走进，只见办
公室分布在走廊南北两侧，一字整齐地排开，现成为多个教育培训机构的
教室、办公室。记者随后从1楼入口处穿过办公楼，到达后院，看到了曾经
的报社印刷厂和报社宿舍。

“搬到红星东路15号，我们不仅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还有了印刷厂
和宿舍楼，是在全省的地市报中较早实现办公、印刷、宿舍三位一体的报
社。”已退休的老报人张志亮回忆说，“当时报社编辑部的工作大部分都在
晚上，有时外出记者也需要在晚上赶稿，编辑则要各自审核稿件，并随编随
向排字房发稿，校对再进行一校二校，所有工作要到凌晨两三点大样审签
后才算结束，办公、印刷、住宿在一起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因此三位一体
才显得关键。”

告别“铅与火”迈进“光与电”

“我1987年进入济宁日报社工作，那时报纸还处于铅字印刷的年代，
印刷厂有专门的拣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在铅排时期，排版慢、改版难、劳动
强度大，对工人的脑力、体力、耐力、观察力都是较大的考验。”济宁日报摄
影部主任刘项清告诉记者，1989年，日报印刷从铅印转变为胶印，从铅字排
版转变为激光照排，“我们是全省率先告别‘铅与火’的地市报。”

回忆到这里，刘项清还向记者讲起了当年报纸印刷工作中的一个小插
曲。1989年激光照排系统、对开平板胶印机投入使用后，报社后续又购入
对开胶印轮转机，从平板过渡到轮转胶印。轮转胶印机主要通过印刷滚筒
的转动实现印刷，由于印刷滚筒采用插口式，印版在安装前需要进行弯版
工序。“弯版工序需要用到弯版机，整个过程也非常简单，但咱没有这个家
伙什儿。有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制版完成后，我和报社的司机师傅就带着
制好的版去泰安借用人家的弯版机，直到3个月后，咱才有了自己的弯版
机。”刘项清笑着回忆道。告别“铅与火”，迎来“光和电”后，随着出版效率
的提升，1990年《济宁日报》改为周4刊，1994年改为周7刊。

从手写到键盘 在油墨香中感受发展

“1995年，我进入济宁日报社工作，当时进报社后都要从校对工作做
起，帮助新人尽快熟悉采编流程。”济宁日报民生报道部主任王雁南说，她
参加工作后首先干了1年校对工作，工作中还采用传统校对中的“唱校”工
序，要求1人拿着原稿逐字朗读，另一位拿着校样边听边核对修改，如此反
复几次。“参加工作的前几年，记者还是手写稿件，报社的方格稿纸一页是
150个字，纸的两侧留有较大面积的空白，就是为了方便记者修改稿件。”到
2002年，报社全面配备了采编电脑，记者写稿用上了电脑，修改稿件也变得
简单快捷起来。

据王雁南介绍，2007年，报社创办《民生》栏目，由群众社会部负责，该
栏目的创建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反映诉求的平台。“我还留着当年的社会
热线记录本，足足有20多本，每一本上都密密麻麻记录着群众反映的各种
问题。”王雁南说，红星东路老报社办公楼1楼东头北边那间办公室曾是他
们部室办公的地方，在那里接待了不少来访群众。“那时群众反映问题的渠
道较少，反映的问题也是各式各样。新闻报道发出后，确实可以帮助群众
解决很多问题。”王雁南表示，随着济宁的发展，医疗、教育、就业、救助等各
项制度逐步完善，群众反映各类诉求的渠道也更加丰富、通畅，她也在采访
记录中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化。

东方圣城网从无到有 传统媒体焕发青春

进入21世纪，为了顺应互联网发展，2002年，报社进行信息化改造，开
始创办自己的新闻网站。虽然网页上最初只有《济宁日报》的电子版和一
些简单新闻资讯，但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关注和好评。2004年，网站
定名为东方圣城（济宁新闻）网，后改为东方圣城网。

据介绍，在2003年的孔子文化节上，网站做了成立以来的首期直播，
国内很多知名网站链接了网站视频直播流。由于当时视频直播技术尚处
于初始阶段，再加上直播访问人数多，线路带宽承载有限，导致视频流卡
顿。报社技术部与某高校联合开发了P2P视频直播、点播平台项目，解决
了视频流卡顿的问题。报社主导完成的P2P视频直播、点播平台项目，于
2007年被中国报协电子技术工作委员会评为2005/2006年度中国报协电
子技术项目一等奖。先进的视频直播技术，吸引很多兄弟网站来报社观摩
学习。

2005年，东方圣城网成为济宁市第一家被山东省新闻办公室授权、拥
有从事互联网新闻业务资质的综合性门户网站。同年，网站开设了新闻、
娱乐、健康、社区、论坛等八大版块，后又多次改版扩展，成为济宁市对外宣
传的重要窗口。

激情燃烧的复刊岁月

原市中区机关招待所位于济宁老城区财神阁街，这里曾是著
名的吕氏宅院，门楣上“吕家大院”的牌匾，百余年前就已高高悬
挂。轻推开两扇红漆流丹的大门，宅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花一木，
都仿佛在诉说着老院的沧桑。1983年12月26日，《济宁日报》便
在这里正式复刊。

这一天，对于刚刚离开济宁日报社副总编岗位的李飚来说，
是终生难忘的。因为这一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之日，是
《济宁日报》的复刊之日，也是李飚21岁的生日。

带着对新闻事业的向往，李飚和他的师长、同事把一生最好
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报社。老一辈报人坚定的信念、严细的作风，
犹如一座灯塔照耀着前赴后继的报人。他们的业绩和名字为后
辈们所铭记。

济宁日报为何落脚原市中区机关招待所？
1983年，济宁地改市之际，市委决定将已开办一年有余的

《济宁市报》人、财、物全面收编。时任济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
朱本芸，带领张玉春、孔祥仁、张正岩、杜伯和等骨干人员进驻，形
成了济宁日报社的基础班底，地点仍在原县级济宁市主办《济宁
市报》的地点——当时的市中区机关招待所后院客房部第4层和
局部5层。

时隔40年，我再次走进这座百年庭院，驻足旧址，仰望那几
间自带厚重感的房间，依稀看到往日前辈忙碌的身影。他们为一
份党报的崛起，为记录济宁发展而奋发。

1983年12月26日，癸亥年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一。这是济
宁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天，也是全市人民翘首以盼的一天，济宁
人再一次有了自己的党报。

济宁日报社研究室至今完好地保存着《济宁日报》复刊号第1
期。4开4版已经泛黄的新闻纸上，字迹清晰地记录着这一天的
版面内容。

套红的《济宁日报》4字报头，由济宁书法家潘汉篪题写。
报耳是一幅曲阜孔庙大成殿的照片，头条选用的是济宁市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倒头条是《中共济宁
市委关于办好<济宁日报>的决定》，饱含着谆谆嘱托和殷切期
望。

要用什么的样的语言才能表达迎接这个新生命时的心情？
出版前一天，《济宁日报》的创办人个个激动不已，再华丽与豪迈
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出他们的喜悦和昂扬斗志。最后，众人集思
广益凝结成154个字的《见面话》：“我们一定不负重托，认真学
习，勤奋工作。愿《济宁日报》这株新花在大家的辛勤监管和培育
下，根深叶茂，芳香四溢。”

由于人员少，当时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1至4版的编辑还
要兼任采访、校对、排版工作。“那时交通不便，稿件都是通讯员送
到报社或者邮寄，较远的县市区，有时候送一趟稿件来回就是一
天。”后来从部队转业到报社任编辑的李木生说，自己写的内容变
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一旦
稿件被采用，往往会高兴上很多天。

1984年8月的一个下午，现任报社编委、文化周末部主任成
岳走进这个院子，他是来报名参加编辑记者招聘考试的。“在5楼
那个有乒乓球台的大房间办了报名手续，后来知道那位很严肃的
老师就是刘澄岚主任。”

成岳回忆说，当时的报纸还是每周2期，这次招聘是为“改周
三”准备青年编辑记者力量。当时报名的只有200多人。先是按
规定时间提交5000字的自传，然后初试考了新闻理论。只有20
多人进入复试，印象深刻的是给了长篇材料，由考生编成500字
消息，难度太大了，现场听得见心跳。

“我是不怕语文和作文的，但对新闻体裁还是忐忑。”虽然之
前发表过新闻、文学作品，也同著名作家有过通信往来，但对于招
聘和应聘以及严苛的考试，那时候太陌生了。成岳说，采访实践
考试邀请了济宁医专教师林广谌，由考生集体采访，现场写2000
字通讯。报名到考试进行了好多天，共计写了5篇东西。最终，
14人被录取。调动程序也是比较漫长的，到年底陆续完成了报到
工作。

这次招聘的14人，年龄最大的28岁，成岳是最年轻的一个。
“我报名是在市中区机关招待所，几个月下来，到了报到的时候，
社址已迁到了马驿桥街的济宁市机关第二招待所，就是今天的黄
淮宾馆，在那里过的19岁生日。”

青春勃发的奋进时光

在我追随40年来的前辈进行旧址旧事采访中，最陌生、最新
奇的就是采编出版印刷流程的巨变。

据成岳回忆，那时的编辑记者都是在稿纸上写作和编辑，全
国乃至更多国家的同行，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老物件包括毛笔、
钢笔、圆珠笔、红蓝墨水、剪刀、小刀和胶水。当然，胶水之前还用
过‘红梅’牌浆糊。”

记者、通讯员和作者的自由来稿，都要求写在方格稿纸上面，
这是因为方便计算字数。《济宁日报》最早的稿纸，每页120字，后
来改为150字。此外还有标题笺，专门用来填写标题，稿纸上就
只有内文。标题笺的功能很多，有作者姓名、地址表格，中部的空
白要写栏目名称、标题，下半部还有编稿人、主任签字、终审人以
及编辑附言这些项目。那时投稿也是邮寄，在信封左上或右上剪
掉一个角，注明“稿件”2字，可以免贴邮票，是免费的信件。

标题笺要用大头针在左上角别住稿子，如果配有图片，就要
用上回形针即曲别针了。记者写好编辑编好的稿子交给主任，审
稿后由主任组成一个版面，用折叠成A3大小的报纸或其他纸张
裹上，写清日期、版次，送给副总编总审。通过后交给美术编辑划
版，这时的工具是印有实际版面字数的小方格版纸，另有尺子、铅
笔、橡皮。美编规划了整体版式后，按照稿件字数，逐一划上每篇
文稿和图片的范围，也可以理解成这就是盖房子用的图纸。

设计好的版面随同稿子、图片，又回到责任编辑手中，由责任
编辑送往第二印刷厂。在这些环节，我们的编稿工具起到了什么
作用呢？

“编稿的时候，使用毛笔和红墨水。需要删除或修改的内容，
涂上红墨水不会遮蔽原文，只意味着已经删除，而要复原的时候，
可以在文字下面标注三角符号。”成岳这样说，添加的新内容，是
写在纸边空白处的。但若改动较多，就需要编辑誊写；如果大面
积改变文章段落结构，就用上了剪子、小刀与胶水，这就是我们今
天的电脑复制、剪切与粘贴的手工版本了。

包括报纸在内的印刷品，在当年只有铅印和油印。后者一般
用于单位团体内部文字材料的印制，而铅印是当时最先进的印刷
工艺了。

所谓铅印，是自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一直沿用的
印刷工艺，只是我们有了电力、机器和专门的厂房，大幅度提高了
造字、排版和印刷等环节的效率，当然包括效果。

铅印仍是活字印刷，每一个文字、符号都是一个独立的印章
原理的铅字，只是比印章更小。它来自铸字车间的模具，然后进
入拣字车间大片陈列的框架字盘。

复刊之初的报社没有印刷厂，要去济宁市第二印刷厂排版印
刷。拣字工人接到我们的稿子，取下稿件上的大头针，把一页反
向折叠后拿在左手，同时还有薄木片的拣字手托，开始移动在众
多字架中间，依照稿子内容拣出文字与标点符号。这就是为什么
稿子要用大头针别成活页，而不能使用订书机的道理，因为拣字
需要拆开每个单页，便于手持，拣完这篇还要重新别上，完整地交
给校对人员。每当拣字完成一个段落，就要送给排版工人，一段
一段排在版面上。

拣字工与排版工都需要熟练且技艺高超、不厌其烦的人，否则必
然出现差错，甚至印刷故障。排版工只有一把镊子，用来安顿或移除
每一个铅字，那些五花八门的字距、行距、留白使用的，同样是铅的条
条块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只有仰仗这个巧夺天工的人了。

版面排好之后的提取清样有点像拓片工艺，用一根橡胶辊
子，粘了油墨均匀地涂在版上，取一张事先洒水潮润的白纸覆盖，
用棕毛刷均匀拍打纸张，再双手小心翼翼地揭下来，送给校对员。

一校至三校是从白天持续到晚间直至终审签样，责任编辑可
以白天处理版面的涨空包括美化，但助审环节与值班总编终审，
从来都是晚饭后至零点左右完成的。“我们不是所谓的白班夜班，
是连轴转的，而且，夜猫子的白天也是睁着眼睛的。”这是几乎每
一个记者编辑的生活。

媒体人从来就是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没有周末与节假日，别
人休闲、欢乐、团聚的时刻，媒体人依然忙碌……

时光荏苒，40年过去了，时间带不走这片老社址曾经的芳华
与庄严，留下的却是纵横交错的报业情怀。

最早的复刊社址——原市中区机关招待所后院，那时的建筑
依旧矗立在今天的百年老院子，几经翻新修缮，依然为济宁报人
留着满满的回忆。

1984年，济宁日报社有3件可以载入报史的大
事。第一，按照市委指示，筹备报纸由周二刊改为周
三刊。第二，社址完成了由市中区机关招待所向济宁
市机关第二招待所（今黄淮宾馆）的搬迁。第三，这年
8月面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到年底14名新录用人员
陆续报到，报社由十几人扩充到30多人。“这是报纸
复刊早期发展战略部署最为密集的一年。”已有40年
社龄的资深媒体人成岳回忆说。

彼时的济宁人，把运河宾馆和第二招待所亲切地
称作“一所”“二所”，之后的岁月说起老社址，也一直
惯称“中区招待所/吕家大院”和“马驿桥/二所”。

成岳向记者描述了二所旧址的场景。那是马驿
桥街最大的两扇平开式铁门，门板涂着时兴的银灰色
防锈漆，位置在今天大门以西。进门是宽敞通达的内
部路，东边是带厦荫台儿的住宿登记处，西为传达室，
都是平房。

前院西侧是开阔地，远远望去，有一间只容一座
烧煤炭开水炉的小屋，东侧就是今天还在的3层客房
楼，最东端是高大的挑脊式尖顶的食堂，大门向西开
在客房楼前的广场。

客房楼的背后，是通往后院的迂回小道。按照当
年的惯例标配，这后院是招待所的“高间”。西侧有3
排平房，第1排是济宁市统计局的城调队，第2、3排和
3排紧连着的一座2层小楼，就是报社办公的地方。

第2排平房，是报社区域的最前端，有3个房门。
第1个单间曾用作总编室（要闻）、后来的校对组和广
告科，第2套间是行政办公室，第3套间是会议室和只
容3人的单身宿舍。屋前有1棵粗壮的核桃树，屋后
是两棵已成材的法桐。

第3排平房4个房门，第1单间曾用作总编办公
室（总编办），第2单间是主持报社常务工作的副总编
张玉春、业务副总编张正岩、行政副总编张洪军3位领
导的办公室。向西隔壁的套间是会计室和办公用品
仓库，最西面的套间是阅览室、图书室兼做打字室。

北侧2层小楼是当年招待所通标的贵宾客房，单
间和套间都有洗漱面盆、马桶、淋浴头，但设施与房间
都是简陋的。大家只在里面洗手、储物，真正意义的

“洗手间”是院子里的旱厕，平时保洁洗刷会使用3幢
建筑前面的露天水管。

这座2层小楼和部分辅助平房，搭建了《济宁日
报》复刊后最早的、规范建制的采编架构，以及报社发
展和报人成长的坚强舞台。

小楼的1层是7个单间，第1间是采通部，负责
来稿分发、接待来访和通讯员管理，依次向东是采通
部正副主任、副刊部正副主任、副刊部编辑记者、业
务副总编孔祥仁办公室兼宿舍、美工摄影组和暗
房。2层第1间是三连跨的大房，设有老社址搬来的
乒乓球台。向东都是套间，有总编室（要闻）、经济部

和政文部。
“那时候报社只有3部黑色塑料、圆形号盘的拨

号电话，号码还是4位的，4993在行政办公室，4995
在采通部。5575在2楼的乒乓球室，我自己在那里
短暂办公，义务管着乒乓球，喊2楼电话。”成岳忆起
很多温馨的往事：接了政文部主任孙鸿泰、副主任孙
继才的电话，我就去政文部找人。他们就说，你不用
来回跑，喊一声就行。可一喊“孙主任，电话！”会有3
人忙着跑到走廊，大声问：“哪个孙主任？”有次接完
电话的孙继才，就笑呵呵地打诨说：“你看你这个伙
计憨哩，就喊鸿泰主任——，继才主任——”这样，2
楼中部的经济部副主任孙玉才，也在来电时被称作
玉才主任了。

平房也是这样，为了便于工作，合理布局业务功
能，3位张总编挤在一间平房，正对着前排行政办公室
的窗子。那两扇木头玻璃窗户，除三九寒天和雨雪天
以外都是开着的，有电话就喊人。“时间长了，报社内
外也都为了区别3位张总编，温暖地统称玉春总编、正
岩总编、洪军总编，一称呼就是几十年。”成岳说，有时
候找总编的电话打到采通部，就有了隔窗喊人、窗外
接听的场景。

20世纪 80年代初，物质条件是很“简约”的。
1987年才有了第一批落地式电风扇，冬天暖气只上班
时间供应。那时还没有“报社宿舍”，大家都住原单位
分配的房子，新来的已婚同事由报社牵头租借住房。
3位家在市郊区、曲阜县、鱼台县的小青年，住在会议
室里面的套间。

成岳家在市区，因为年龄最小还算不上单身，夜
间常加班看稿或研读别家的书报杂志，就向报社申请
了折叠的钢丝床。夏天好办，冬天的铺盖和枕头就只
有报纸。“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报纸白天在眼里手里，
夜晚在梦里心里的时光。”

“青年编辑记者是在前院的二所食堂吃午晚餐
的，现在早已经拆了。荤素菜价1毛到3毛不等。二
所院子里的人，喝开水全靠那座烧煤炭的开水锅炉，
那是全国各单位同款的、带有汽笛的小型炉具，也有
一人高的样子。”每当水沸，蒸汽冲顶发声装置，听到
鸣响尖啸却悦耳动听的笛声，或远或近的人开始拎着
暖瓶去打水了。汽笛也被有的单位用来上下班打点，
南门口玉堂酱园的笛声全城都能听到，那时候也不是
每个人都有手表。

马驿桥时期的济宁报人，是经过严格考察、筛选
或招考后调入的，有的已在省驻济报台工作数年，有
的具有突出的写作专长或发表过新闻、文学作品，包
括行管人员也是原单位文艺骨干。

到1985年，鉴于报社中层及以下部分人员尚未
取得大专学历，且大专以上人员多是非新闻专业，报
社做出一项有着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联
合济宁电大就地开办新闻学专业班，且面向社会招收
部分生源，更有储备后续人才的深意。至此，2楼的乒
乓球台搬到了两排平房之间的院子，三开间大房成为
电大班教室。这些学生亦工亦读，被济宁电大本部称
为“记者班”学员。

也是在80年代中期的1986年、1987年，报社先
后有了3部机动车——日本大发轿车、AX100铃木摩
托车和罗马吉普，后者在马驿桥时期还更换了前苏联
产伏尔加轿车。

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非紧急、重大采访时，
编辑记者仍主要依靠自行车、城际长途汽车通勤。与
各县通联主要依靠写信，或通过邮电局接转长途电
话。即便去兖州县采访或组稿，当天也难以返程，而最
远的微山县单程就要5个小时。

尽管条件艰苦，但济宁报人表现出了艰苦奋斗、
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职业精神。

在市委高度重视和济宁报人的顽强拼搏下，新的
办公地也在1985年开始建设，1987年10月落成，12
月迁入红星东路15号。

马驿桥二所，这块记载了济宁报业艰苦创业、赓
续发展的热土，承载着报人的理想、信念与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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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至1984年8月财神阁街原市中区机关招待所

1984年9月至1987年12月马驿桥街市机关第二招待所（改造后）

1987年12月至2011年8月红星东路15号，后变更门牌42号。

2023年12月26日，是《济宁日报》复刊40周年的日子，如今的社址位于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而在2011年6月以前，济宁日报社

先后有过财神阁街原市中区机关招待所、马驿桥街市机关第二招待所及红星东路15号（后变更号牌42号）3个工作地址。

寻找《济宁日报》的起点与来时的路，追寻40年来筚路蓝缕的风雨历程，一处处社址，仿若一个个历史节点，记录着济宁报业的发展进步，折射

着济宁40年来的铿锵巨变。

报社搬离后的马驿桥街市机关第二招待所旧址，初期改造后已置换铝合金门窗，楼前栽植了树木。

15

1987年12月至2011年8月红星东路15号

社
址
01

社
址
02

社
址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