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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11月11日，在大庆市萨尔
图区关工委领导的关怀下，我们的“五
老”校外辅导员杨长德老师，在《济宁日
报》复刊40周年之际，特别设计制造的

“JN—23”航天模型火箭成功发射了。
这枚火箭是杨老师作为《济宁日报》的读
者和作者，为《济宁日报》乃至全社会奉
献的一份特殊意义的礼物。

我也是跟随杨老师参与航天模型
研制和发射的队员之一，因为毕业临
近，我没能参加这次活动，但我看到了
发射现场视频，也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
的热烈谈论。我为团队和我们学校感
到自豪，也为我们大庆感到骄傲。这次
发射成功，不仅是为《济宁日报》献上了
一份真诚的礼物，也架起了大庆和济宁
之间科普文化与城市友好的桥梁。

持长剑纵马，执妙笔生花，青年从
不缺少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青年的理
想高远如鸿鹄，当为民族和时代而翱
翔。回溯历史，漫天星辰寄寓着国人千
年来的向往和追求。细数现代，浩瀚苍
穹书写着中国航天人艰苦奋斗、忠贞报
国的璀璨华章。

火箭拖着白烟飞向高空，在清澈的
天空中傲视苍穹。那些情景记忆犹新，
两年前的画面仍镌刻在心间。薪火相
传逐梦天宫，接续奋斗再探苍穹。

那个秋日的早晨，太阳刚刚爬上地
平线，为世间万物镀上金色，大庆九号
院草坪上却早已人声鼎沸。我慢慢走
上前，拿起点火开关。小小的开关在此
刻却有了千钧重量。手指轻轻按下，

“点火！”火箭拖着白烟直冲云霄，我们
对祖国航天事业的梦想也跟随着火箭
一起飞上高空，中国梦牵引航天梦，航
天梦助力中国梦，飞天路上砥砺奋进，
中国梦里书写荣光。

岁月变迁，时过境迁，两年后的我
回想起当年的画面时仍然感慨良多。
那天，风的呼吸是无处不在的鼓励与赞
扬；我似翻开一本落灰的相册，时光久
远，温情依旧；像品了一口冰山雪水煮
就的清茶，品出的却是历久弥芳的韵
味。

中国前程正似锦，青年奋斗正当时。之于个人，青年是一段朝阳初
升、万事可探寻的丰茂年华；之于国家，青年是奋勇驱前、铸造梦想的有
力机杼；之于时代，青年更是致力于开拓创新、力撼世界的中流砥柱。旧
日炮火中，青年群体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不忘大义，救民族于危
亡；而今，你我当弄潮于时代前沿，将个人成长与祖国发展同驱并轨，书
写祖国未来的新华章。没有一朵花不为春天献力，你我定都大有可为。
仍处在成长中的我们，或许学力尚浅、见识不深，但应着时代的鼓点，青
年奋斗者的每一曲高歌都铿锵有力，一同铸成祖国发展最强音。

透过火箭发射时的青烟，我仿佛看到了华夏上空飞过的中国“天宫”
空间站。中国前程正似锦，青年奋斗正当时。心灵的灯在寂静中光明，
在喧闹中熄灭。飞天路磨砺报国心，报国心催发新征程。浩瀚星空恢复
深沉，苍茫戈壁重归寂静。高高的发射塔架静静地矗立在广袤的大地
上，等待着下一次冲向苍穹的飞天神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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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闻工作31年，其中，写新闻评论17年，可以说，我一半
多的精力都用在评论上了。评论不好写，主要在于政治性、严谨
性、时效性均强，当天的重要活动不管何时结束，评论必须在最短
时间内高质量完成。通常情况下，一接到评论任务，即进入状态，
冥思苦想如老僧入定，思路打开则柳暗花明，及至完稿，审读再
三，心里才真正轻松起来。

2012年，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后，市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
“解放思想跨越发展大讨论”，抽调我参加市里的写作小组，创作
系列评论，由我负责开篇之作。那天上午接到通知，9点赶到市委
宣传部商量稿件，有关领导及从市委主要部门抽调的“笔杆子”们
围坐在会议室里审阅我的初稿，提了很多修改意见。会后已到午
时，我和新闻科几名同志午饭后即开始了艰苦的写作。

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却又在多人的围观下进行，这在我还
是第一次。此刻，我的脑筋开足马力，思想的犁铧艰难前进，把一
行行的汉字开垦出来。每写出一段，几位同志便分别研读，提出
意见，不管谁有了新的思路，都进行充分讨论，再融入到文章中
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转眼已是深夜，困意、焦灼轮番袭来，思
路时时遇阻，又不时被新的灵感激活。每个人都为这篇文章努力
着，不眠不休，直到早晨5点，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后，2500字的
文章《跨越发展 思想领先——“解放思想跨越发展大讨论”活动
系列评论之一》终于完工了。

文章由我执笔，更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提高境界”“提升标
准”“拉高标杆”……这些至今耳熟能详的话语，也因此成为一个
时期的“关键词”，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全市人民热烈讨论。当我走
出市委大门时，自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疲倦的面容后是依然
灯火通明的办公楼。那是2012年2月18日，一个异常清冷的早
晨。远处传来环卫工人的扫地声，新的一天开始了。

2013年济宁开始“五城同创”，2015年2月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称号，拿到了向全国文明城市进军的“入场券”。从
那时起，评论在创城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每年我和新闻评论部的同志一起，用“新论语”表达着对城市

文明的关切，写出了《无形的标尺是文明》《克服斑马线前的犹豫》
等数百篇短评。2018年底，我创作的《致敬，勤劳创城人》在全市
创城工作群、朋友圈广泛转发，文章写道：“无论有怎样的坎坷，我
们都不畏惧，我们的信念永存，像今天的你、我、他一样，依然满怀
梦想，认真工作，做一个勤劳的创城人，一个幸福的人。”这是创城
最艰难的时刻，是滚石上山、负重前行的时刻。翻阅几年来写就
的创城评论作品集《文明的心境》，依然感受到当年的奋斗、拼搏、
奉献，这是时代的印记、时代的精神，由我们写下但属于全体济宁
人民的光荣。

时光荏苒，人生漫漫。未来岁月，我将继续努力，在思想的大
地犁下更深的诗行。

用评论书写时代荣光
济宁日报新闻评论部 满涛

《济宁日报》复刊40年了，可
喜可贺！说来话长，我与《济宁日
报》也足有26年的深情厚谊。26
年的友情像一首美妙的乐曲，非常
神奇地拨动着我的心弦，请听听我
与《济宁日报》那些说不完道不尽
的有趣故事。

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家子弟，却有一颗不安分的
心，内心深处有一个遥远的文学
梦，喜欢信手涂鸦。当时其他人都
报了家电维修、电焊气焊、汽修培
训等等，我却与众不同地报了某杂
志社的一个文学创作函授班，我的
另类让众人不可思议。

我心里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哉！然而，那语不惊人死不休写出
的所谓稿件，虔诚地从邮局寄出
后，大部分都是泥牛入海，毫无音
讯，让我有点心灰意冷，甚至想到
过放弃了。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1997年秋
高气爽的一天，我刚刚从田间回
家，就见街坊一位邻居婶子风风火
火地推门而入，开门见山地对我
说：“给你捎个话儿，咱村主任让你
到村委会办公室一趟！”我有点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咱没有一技之
长，不声不响，默默无闻，村干部找
我何事？我也没做过违反村规民
约的事啊？顾不上洗掉双手的泥
巴，忐忑不安地就去了。

到了村委会更纳闷了，村主任
不仅端茶倒水异常亲热，还双手递
给我一张当天的《济宁日报》。第
四版赫然刊登着我的一篇只有几
百字的小文，是以“读者来信”的形
式发表的，内容反映的是我们村庄
10户联防、平安守护的工作机制，
有效增强村里治安防范能力，实现
了乡村有效治理，建设了文明和谐
乡村。

瞧着村主任殷切期望的眼神
里，分明有一丝埋没人才的自责。
稿件后面详细注明了我的地址，也
就是我们村庄的名字，村主任也是
喜形于色，颇有自豪感和成就感，
觉得自己也受到了称赞。

我们村庄啊，当然是个土得掉
渣的名字，能有机会一鸣惊人，闪
耀登场，头一回在《济宁日报》精彩
亮相，犹如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
好似“窗户口的喇叭——名声在
外”了。

我们村因为我的稿子一瞬间提高了美誉度和知名度，因我而美。在
我拿着样报准备离开时，村妇联主任特别客气地把我送到门口，还欲言
又止，好似有求于我的样子。果然她说：“把我们妇联的活动也劳驾写一
下，也投给《济宁日报》行不？”“哎哎哎，那行，行。”我言不由衷地满口答
应着。

虽然我在1997年就与《济宁日报》结下不解之缘，早已是老朋友、老
相识了，无奈忙于打拼，无暇吟诗作对。而那篇“读者来信”的稿件，虽已
成为写作路上的一道光亮，却让我除去了自卑，激励和增强着我写作的
信心。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再与《济宁日报》相逢时，已是20年之后的
2017的下半年了。当我又一次在《济宁日报》发表习作时，那种久违的
亲切感油然而生，真让人心动，有妙不可言的回家之感！至今在《文化周
末》主编成岳老师的赏识下，已连续发表多篇，甚至被成老师赞誉为资深
作者，还邀请参加颁奖并请吃工作餐。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受宠若惊，
愧不敢当！

抱歉的是，我还没有兑现那位村妇联主任的承诺呢！26年如白驹过
隙，在手指尖匆匆流逝。我也早已离开我们那个村庄，离开老家，流逝的
是岁月，变化的是光景，不变的是我对《济宁日报》一如既往的情感和情
怀，还是那么地一往情深。即使我距离老家有千里之遥，依旧是身在曹
营心在汉，我不能忘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那意气风发的少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思念着家乡人的淳朴，思念
那一草一木，特别是《济宁日报》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我的思绪。当
我写出自以为得意之作时，先想到的就是《济宁日报》。我想把自己那一
篇篇充满着浓浓乡愁的稿件，通过《济宁日报》献给我的父老乡亲，来表
达我这个游子的思乡之情。

我的作品还要献给老家熟悉的小伙伴们，不联系不代表忘记，不问
候不代表不关心。见或不见，依然想念。他们可以阅读《济宁日报》，一
目了然看到我的现在，我在他乡很好的！正所谓言为心声，语为心境。
你们过得是否也如愿以偿？

我还献给曾打击过我的人，说实话，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原先遭遇
的种种不幸，使我变得更坚强有力，让我重振旗鼓，脱胎换骨。在这里由
衷想起《老人与海》中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
灭，但不能被打败！”是文学丰富了我的人生智慧。记得韩少功还说过，

“在文学的世界里，可以有九条命，无所不能，这就是文学给我们的特
权。”是的，那当初对我的所有不屑，已让我“无所不能”！

我还要献给我的大哥，记得他也曾开玩笑说，“作为一位作家的大哥
而骄傲”。惭愧的是，我并没有成名成家，却因此拥有一颗满足的心，还
有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也得以升华。业精于勤，荒于嬉，为了大哥那句
话，为了让大哥能在《济宁日报》上经常能看到我的“大作”，我在文学之
路不用扬鞭自奋蹄，笔耕不辍，不懈攀登跋涉，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执着前行，追梦不止。

而今电子网络发达，读报更方便、更快捷。如果哪一天，他们无意中
看到了，或在网络上捕捉到了，足矣！毕竟我有个独一无二、举世无双、
没有雷同的名字，你们看到的那个名字，我还是那个我。

《济宁日报》是我梦想的起点，物转星移，几度春秋，我的诸多文字在
这块神圣的沃土上发芽、开花、结果，因而我对这沃土始终怀有敬畏之
心。

作为忠实的读者、作者和朋友，五音不全的我，特想给《济宁日报》献
上我真诚又发自内心的祝福，想深情地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世界因为有了你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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