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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20日，晚报更
改报头。

  2008年4月28日，晚报出
版“纪念潍县战役胜利60周
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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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7月，22岁的我在大学毕业后
来到报社工作。那年报社新进了5个毕业
生，为了熟悉业务，统一先去校对科实
习，后来分配到各个业务科室。我在日报
工交部做编辑记者，那时候编采一体，既
写稿子又做版。第二年，《潍坊晚报》创
刊，我们几个年轻人又从日报抽调到晚
报，我被分配到体育部。
  晚报初创，主打社会新闻和文体娱乐
新闻。当时体育部有四名成员，李彬、曲
伟声、周占伟和我。李主任和曲老师对体
育圈的事情了如指掌，我和周占伟是新去
的，基本啥也不懂。尤其是我，上学时就
不怎么热爱体育，相关知识尤其匮乏。
  作为新人，干一行爱一行，我积极向
曲老师请教，从足球赛场上一共有几个人
学起，还没有学明白，就迎来了到体育部
后的第一次异地采访。
  话说那一天，李主任通知我，说晚上
在济南有一场足球赛，需要我去采访。他
看出了我的紧张，补了一句：“不是让你
自己去，我和曲大爷，还有摄影部主任刘
建新一起去，刘建新开车拉着我们。”
  那天很早就出发了，一路走走停停，

刚出发不久，车就坏了。建新主任把车停
在路边，自己鼓捣了半天，居然修好了，
他兴奋得不行，一边开车一边夸自己聪
明。大家一致认为还是要找一家修车厂看
一下，得慢点儿开。于是继续上路。快到
淄博的时候，一辆大卡车不知咋回事和对
向行驶的一辆小汽车“哐当”撞到了一
起，建新主任急打方向躲避，车冲着路边
的沟滑下去半截，还好没翻。大家惊魂未
定地从车里出来，相互望望，还好都没有
受伤。我不知死活地莫名感到兴奋。
  赶到济南已是傍晚，先去找时任齐鲁
晚报摄影部主任侯新社，吃过晚饭后走到
位于经十路的体育馆，随着人流进去。我
们几个人只有一张采访证，他们把证件给
了我，其余人买了票坐在看台上看。
  来济南之前，我做足了功课，专门查
了两支球队的资料以及他们的比赛战绩和
排名，分析发现两支球队实力相近，当晚
的比赛胜负难料。
  比赛开始了，进行得很紧张。我倒没
什么紧张的，反正看不懂。只好关注周边
球员的言谈及信息。比赛结束时已经是晚
上9点多，我们连夜开车赶回潍坊。

  建新主任的车在回程时很配合地没有
出故障。忘了回到潍坊时是几点，估计已
经是下半夜了。第二天，《潍坊晚报》一
个版刊登了曲伟声老师写的关于比赛的消
息，我写的比赛花絮，李彬写的评论，配
着建新主任拍的比赛现场照片。
  那时候真年轻啊！有用不完的精力，
也有用不完的热情。
  三十年转瞬而过，《潍坊晚报》发生
了沧桑巨变，我也成了一名老报人。从少
年到白头，其间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
以后可以坐着摇椅慢慢聊。

  从2011年7月1日开始，我成为《人文
潍坊》的编辑。由于是以潍坊历史文化为
题材的周刊，稿件不同于普通新闻稿件，
每篇接近2万字。刚开始接触这类稿件
时，说实话经常感到抓狂。作者从采访到
成稿，短的需要几个月，长则需要几年甚
至十多年，每篇稿件包含的信息量异常庞
大，由于多是历史类稿件，可能会隐藏很
多错误，编辑需要有十足的考证精神，用
“怀疑一切”的态度编辑稿件，力求消除
差错并查漏补缺，保证稿件完整。在与作
者长期沟通交流中，有些人和事令我印象
深刻。
  青州长秋村是一个只有100多户的抗
战堡垒村，冯氏后人冯建堂对这段历史非
常感兴趣，他身在郑州，却在工作之余经
常前往长秋村采访老一辈村民，用十年时
间写成《故乡琐记——— 一个村庄的悲壮抗
战史》。但书中收录的都是片段，要整理

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需要将稿子全部推翻
重新编辑。我和冯建堂反复探讨、商量，
因为工作量太大，有些内容还需再次查
证，很多次他都有些恼，我们也出现过争
执。经过一个多月的重新整理，一个完整
的抗日故事——— 《抗战堡垒长秋村》终于
呈现在报纸上，冯建堂特意从郑州跑来潍
坊感谢我。
  《吉翔及其身后事》讲述的是一个儿
子寻找父亲的故事。昌邑东章村的吉翔在
汪伪空军航校担任飞行教官，他驾机起
义，并参与创办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在一次教学中，他为了保全飞机不幸牺
牲，这件事家乡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军
属身份遭怀疑，吉翔的儿子吉廷俭被开除
团籍、学籍。心有疑惑的吉廷俭苦寻65
年，终于在牡丹江南山烈士陵园找到了父
亲的墓碑。我和记者前往昌邑采访了两
次，当吉廷俭向我们讲述寻父经过和遭受

的苦难时，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手
有残疾，却始终乐观面对生活，寻父旅程
画上圆满句号，他说再也没有遗憾了。
  《人文潍坊》已走过12年多，刊发了
580期稿件，每一篇稿件的产出都有一群
人的努力，这些人对历史满怀敬意，他们
激励着我，一直心怀敬意地编好每篇
稿件。

  参与晚报创刊那年，我三十岁。
  转瞬间，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青丝变白发，我从年轻小伙
变成了花甲老人；三十年，光阴似箭，晚
报从一棵小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如果说《潍坊晚报》的三十年是跑了
一场马拉松，我只能算是陪她跑了半程。
2008年，我离开晚报调到日报工作。尽管
只在晚报工作了十五年，但这段岁月还是
深深融入到了我的生命中，那是一段最难
忘的时光，更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面对而立之年的晚报和朝气蓬勃的晚
报人，最最想说：传承理想，坚守阵地。
  晚报创刊之初，寄居在原潍坊市地震
局院内的两排小平房里，筚路蓝缕、家徒
四壁，但那时的晚报人却有着一个高尚的
理想：身居斗室，心怀天下。为人民鼓与
呼，为苍生发真言，一直是我们的办报理
念和宗旨。这一宗旨在日积月累中沉淀成
了晚报独有的文化代码。那时，从晚报领

导到编辑、记者，都认同一个思想，那就
是：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做人有傲骨，
办报才有风骨。真心希望我们的晚报人有
“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实力，不媚俗、不
迎合，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心中始
终装着读者，只有真心把读者放在心上，
读者才会把报纸捧在手上。
  创业难，守业更难。得益于一代代能
坚守新闻理想、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的晚
报人的坚守，晚报才能走到今天。过去的
一万多个日日夜夜，这座城市和她的居民
们陪着晚报从呱呱坠地到而立之年，脚印
清晰而坚定。
  三十年，晚报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点滴
的变化，也一直关注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的人们身边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甜酸
苦辣。晚报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就像鱼儿跟
水一样，须臾不可分离。有了一代代晚报
人始终如一的坚守，才有了这份报纸的薪
火相传、茁壮成长。

  作为一名有幸在晚报工作十五年、真
情守望了晚报三十年的老晚报人，从内心
深处早已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在今天
晚报创刊三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衷心希
望晚报能一直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期
盼着你们的努力能换来晚报的蒸蒸日上、
生生不息。这也是我作为一名曾经的晚报
人最大的心愿！

真情守望三十年
□蒋同林

一直怀有敬意

记得那时年纪小
□魏辉

□李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