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济宁晚报》的缘分，源于一次投
稿。
2011年，得知家乡的《济宁晚报》即将

创刊，我满心欢喜、满怀期待。酷爱写作的
我，迫不及待地想一展身手。晚报试刊后
的次日晚上，我写了篇《公交车配备“便民
袋”很有必要》的短评，自信满满地投给“最
济宁·锐眼”评论版。编辑很快回复，说我
的稿件无论内容还是字数都不符合版面的
要求，我备感失落。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我的那篇短评竟然出现在8月19日的
《济宁晚报》上。晚报编辑的责任感、包容
心以及对普通作者的尊重与鼓励，深深打
动了我，也让我对《济宁晚报》的喜爱之情
愈加强烈，投稿的热情也愈发高涨。此后，
我把一篇篇稿件投到更为适合的版块。粗
略算来，先后有三十多篇稿件刊登在“网
事”“济宁创作”等版面。
每每忆起那些与《济宁晚报》相见的美

好时光，我激动不已。每日清晨，我总是早
早起身，有时甚至连早餐都顾不上吃，犹如
热恋中的年轻人赴约一般，急匆匆地赶到
离家最近的阅报栏。只为能在第一时间读
到当天的《济宁晚报》，看看济宁发生的新
闻要事，倾听娓娓道来的济宁故事，瞅瞅最
为实用的信息，再查看自己的文章是否见
报。如愿以偿后，那份喜不自禁的心情无
以言表，甚至一天工作起来都格外带劲。
后来，我换了工作单位。每当乘坐的

公交车路过那个阅报栏，恍惚中，我仿佛看
到它一如既往地站在原地静静地等候我的
到来。因为自己的爽约，我心生愧疚。
所幸，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我与

《济宁晚报》的相逢更加便捷。不管身处何
方，只要轻轻动动手指打开手机，点开《济
宁晚报》电子版，那熟悉的温暖和亲切便扑
面而来。
但隔着冰冷的屏幕，我若有所思，总觉

得似乎缺了些什么。
于是，我订阅了《济宁晚报》，重新感受

阅读纸媒带来的美妙。当那份散发着淡雅
油墨香的报纸送达手中，一种久违的踏实
感油然而生。轻轻翻动纸张，我仿佛又回
到了那些美好的过往岁月。曾经站立在阅
报栏前专心读报的情景，曾经因文章发表
所带来的满心欢悦……此刻在心头交织、
重现。
我坚信，《济宁晚报》将凭借更为创新

的内容、多元的形式以及新颖的传播路径，
必定绽放出更为强大的魅力。它不仅会变
得更加可读、可亲，还能成为我生活里不可
或缺的精神给养，让我的人生更加绚烂夺
目、多姿多彩。我与《济宁晚报》的缘分，不
但永不褪色，而且会日益深厚绵长。

“湖西精神被概括为爱党爱国、敢于担当、百折
不挠、无私奉献，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
老区精神。我找到了许多湖西的抗战歌谣，看着这
些歌词，轻轻一哼唱，就想到了当时的场景。我专
门到单县烈士陵园和单县湖西展览基地参观考察，
看到了整个湖西地区红色历史的展览，当时的人物
和故事在我眼前生动了起来。”济宁市政协常委、市
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济宁本土知名
作家杨义堂说。

12月29日，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济宁晚报》长篇纪实
文学《大湖西》连载恳谈会举办。“《大湖西》里面有
很多很好的单独成篇的好故事，比如，在这部书稿
中，我读到了湖西中学是今天的金乡一中、湖西剧
社是今天的山东梆子剧院，还有惠河支队、湖边大
队、湖上交通线、十字河抗战等精彩的篇章，希望这
部作品能把红色故事、红色资源变成文化、文旅新
热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好教材，推动济宁文化旅游事
业的发展。”市政协副主席展鑫说。

从《抗战救护队》《北游记：苏禄王传》《河道总
督》，到如今的《大湖西》……杨义堂的作品以细腻
的笔触描绘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充满了
济宁的独特文化和地域元素，传递了孔孟之乡深厚
的价值观念。济宁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赵双
花认为，在《大湖西》中，每一位抗战英雄出场时，作
家都会细数这个人物的出身，他的命运与他所生活
的环境密切相关，他就像这里生长出的一株植物，
与其所生存的环境水乳交融，这些抗战英雄也成了

地方文化气质与民族抗战精神的代言人。
恳谈会上，著名制片人赵浚凯发表视频连线讲

话。“济宁籍作家杨义堂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大湖
西》，人物形象尤其饱满，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我希
望可以将其拍摄成40集电视连续剧，让更多人记
住湖西抗日英雄的形象，共同为讴歌湖西、宣传家
乡而努力。”赵浚凯说。

2022年至2024年，杨义堂实地走访了苏鲁豫
皖交界处的原湖西专区的各个地市和县区，查找
了60多本各地党史、文史资料和人物传记，采访了
100多位湖西英雄的后人，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
《大湖西》。该作品以郭影秋、王文彬、李贞乾、常
俊婷、高文甫、张子敬、魏钦公、张新华、孟宪琛等
一大批湖西英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英勇
斗争的故事为线索，展示了湖西人民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保家卫国、勇于牺牲、甘于奉献、不屈不挠
的革命精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湖西抗日根据
地历史的红色史诗。12月23日起，该作品在《济
宁晚报》独家连载刊发。

“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合为时而著’，《大湖
西》不仅讲述了湖西的英雄故事、记录了湖西地区
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彰显了文学创作者肩负着在
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
为的历史使命。”济宁晚报副总编董绍进说，我们
将持续为文学、文艺的创作和传播搭建平台，通过
连载、专题报道等形式，让更多优秀的家国情怀题
材作品与读者见面，丰富老百姓的精神粮仓，点亮
美好生活。

我与《济宁晚报》的不解之缘
任广彬（任城）

本报记者 王艳茹

12月28日，由济宁日报社、济宁晚报社、济宁
亚龙书城联合举办的“古韵今风·济宁少年说”小学
生诵读大赛颁奖典礼在亚龙书城举办。

活动现场，济宁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经理裴存刚
和济宁亚龙书城创始人崔亚龙共同为济宁亚龙书
城“小记者成长中心”揭牌，旨在为青少年提供一个
培养阅读兴趣与写作能力的文化平台。随后的颁
奖环节中，对在大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45位

同学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品。活动
最后，李盈老师以《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为主题，带
领同学们感受了一段奇幻之旅和一次身心成长。

“古韵今风·济宁少年说”小学生诵读大赛启动
以来，来自我市多所小学的参赛选手用稚嫩而坚定
的声音，传递了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展现了济宁
少年的赤子之心。大赛已落下帷幕，但济宁少年对
家乡文化的热爱与传承之路还在延续。

“古韵今风·济宁少年说”
小学生诵读大赛颁奖典礼举办

童话家乡美

长篇纪实文学

《大湖西》连载恳谈会举办

铭记英雄魂

扫码看视频

本报记者 郑慷 摄影记者 董绍进 通讯员 孟庆杰

02
文化济宁 周刊

2024.12.30 星期一 主编 王艳茹 责编 李默文 组版 田春燕 审读 田蔓 济宁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