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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情深

回 首 来 时 路回 首 来 时 路 ，，感 谢 一 路 相 陪感 谢 一 路 相 陪

人生只不过是许多故事的组

合，而最为明亮与温暖的是爱和感

恩。结缘《皖东晨刊》十六载，从风

华正茂到霜染两鬓，同歌同行一路

芬芳。

遥想当年警察一枚，素材滚

滚，发稿滔滔，有幸成为晨刊一名

写手，不料喜悦和意外收获满满。

创刊伊始，美女记者计芳来定远采

写一桩“国宝护卫战”，缀上我名，

让我坐享“安徽好新闻二等奖”。

2004 年冬一个深夜，我正奔波一

桩硝烟弥漫的爆炸现场，计芳骤然

来电。据我目击表述，她连夜成稿

次日独家重磅推出，令我们公安局

长大为惊愕。

更多的是我为晨刊“大视野”

专栏撰稿，难忘的是一篇万字纪实

分为上、下两期，时任县委书记看

完上期击节赞叹，并为没看到下期

而惋惜，这让我的骄傲与虚荣得到

极大满足；还有一篇特稿被他人剽

窃轻松攫取万元大奖，我无语愤

懑。

星光不问赶路人。十年前我

参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遴选，有

人置疑一方“有证无文”的表彰，紧

要关头滁州日报社为我提供证明

材料，助我“弃武从文”，圆我少年

梦想，从此我便穿梭在包括晨刊在

内的报刊、广播、电视乃至异军突

起的新媒体之间。

牛耕沃野、田园牧歌已是渐行

渐远的风景，它融入我们的情感化

作缕缕乡愁，而农业现代化才是未

来与必然。这两年，我跋涉于县级

媒体融合之中，从物理相加到化学

相融正春光灿烂。闻听《皖东晨

刊》即将停刊入驻新媒体，我很平

静，无需伤感，不必哀怨，毕竟传媒

业始终都在进化。有“融”乃大，我

深知这些挥洒智慧、创新表达的晨

刊人信念坚定、文彩四溢，他们挺

进新媒体，守望“笔与纸”，挥舞“光

与电”，迸发“数与网”，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融媒所向、风云际会，而

今迈步从头“阅”，把读者带进一个

更加色彩斑斓的世界。

（作者为老通讯员）

而今迈步
从头“阅”

夏万全

在16年的发展历程中，晨刊人始

终牢记“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的办报

宗旨。在一篇关注民生的报道中，有

这样一个事件，曾经感动过一方百姓、

轰动过整个滁城，虽然已事过多年，但

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历历在目。

2011 年 11 月，明光市泊岗乡上

千万斤萝卜遭遇滞销，当地农民忧心

如焚。闻讯后，心系百姓的晨刊人快

速反应，派出记者，跟随报社采访组

深入田间地头采访，连夜赶写稿件，

首篇以《萝卜啊萝卜，何时才能卖完

你》为题，用头版半个版、二版整版篇

幅，报道了泊岗萝卜因丰收而遭遇菜

贱伤农，销售无门以及农民兄弟满怀

期盼的情景。

报道迅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相关部门援手相助，热心市民、

爱心单位也纷纷打来电话，表示要帮

农民兄弟一把。滞销萝卜一下子热

了起来。报社决定趁热打铁，派出多

路记者，有的再次深入泊岗了解滞销

萝卜动态情况，有的则扮起了“经纪

人”的角色，带着报纸，走进超市，把

泊岗萝卜推销给了超市老板，并成功

牵线搭桥。

随后，报社发起的几场“爱心萝

卜义买”活动，更是激起了整个滁城

人关注泊岗农民、购买滞销萝卜的热

情。“义买”现场，市民如潮水般涌来，

市直以及两区多家单位也纷纷赶来，

大家少的要几十斤，多的要几千斤，

眼瞅着，一车车萝卜很快就被销售一

空，农民的脸上露出了丝丝笑容。

在跨时近一个月的报道中，晨刊

连续在一版或二版重要位置，累计刊

发 20 多条新闻稿件，掀起一轮又一

轮滞销萝卜销售热潮。最终，在报社

各媒体单元以及其他媒体的共同关

注和呼吁下，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泊

岗乡积压的 1500 万公斤萝卜，赶在

雨雪来临前全部销售完毕。

萝卜销完的那一天，淳朴善良的

泊岗人，敲锣打鼓来到报社，送上了

写有“情系百姓冷暖，担当社会责任”

字样的锦旗。那一刻，为之付出的所

有办报人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那一

幕也将永远印刻在晨刊人的心中，激

励着晨刊人不忘初心，继续奋进，在

新的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滁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为滞销萝卜
找销路

王太新

相伴 16 年，晨刊早已成为一些

人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曾经的报

道对象葛永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时光回到 6 年前。2014 年 1 月

14日上午 9点多，42岁的滁城的哥葛

永义驾车途中，看到一名男子摔倒

在路面上，便不假思索地上前扶了

一把。孰料，男子住院不久后不幸

身亡。死者的家属不明就里地将葛

永义告上了法庭，索赔 30多万元。

好心救人，反倒吃了官司。家

人埋怨他“多事”，惹祸上身；90 多岁

的奶奶也因此受了刺激，一口气没

喘上来，突然离世。这让葛永义既

深感委屈，又备受煎熬。一段时间，

他成天用酒精迷失自己，不愿清醒。

偶尔的一次机会，他来到晨刊，

向记者倾诉衷肠。听闻此事，记者

深感震惊，一边坚定地告诉他“要相

信正义的力量，法院一定会还你清

白”，一边来到事发现场，寻找目击

证人，深入葛永义所在的社区了解

葛永义其人其事，准备推出系列报

道，为他正名，不让好人流泪。

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9 月 16
日，判决书下来了，上面写着：在这

件事情上，葛永义没有责任，驳回原

告 诉 求 。 这 一 刻 ，葛 永 义 潸 然 泪

下。而面对原告，在记者的开导下，

他也选择了宽容，决心把这件事彻

底放下。

随后，晨刊分别以《滁城“宽容

哥”，你是好样的》《“宽容哥”葛永

义，邻里眼中的好人》《滁城网友热

议“宽容哥”扶人事件》为题连续推

出重磅报道，不仅真实地还原了扶

人事件的整个过程，而且还挖掘出

乡邻眼中的葛永义是一个众人眼中

的老实汉子，既帮好人正了名，又弘

扬了社会正气，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反响。葛永义先后被评为滁州好

人、滁州市道德模范。

如今，葛永义已成为滁州京环

服务有限公司琅琊项目部机扫车队

的负责人，每天忙碌在滁城的主次

干道上，为城市的环卫事业贡献力

量。当接到晨刊的回访电话时，葛

永义就像接到了亲人的电话一般，

激动不已地说，“在我人生最彷徨无

助的时候，是晨刊给了我力量，教会

了我宽容，这份感动和影响是一生

的，我将永远铭记心中，与人为善，

努力工作，发挥一个道德模范应有

的作用，努力把这座城市建设的更

加美好”。

（作者为滁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晨刊为热心
的哥正名

王太新

听闻办报 16载的《皖东晨刊》即

将停刊，心中多有不舍。值此依依

惜别之际，我蓦然忆起《皖东晨刊》

的两处亮点，特简述如下，权作送给

《皖东晨刊》的临别赠言。

想起《皖东晨刊》的办报成果，

我如仰高山。以我 16 年读报的观

察与思考，《皖东晨刊》的办报成果

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用“四个不变

应万变”的办报策略，完成了 3857
期报纸的精彩出版。即凭借新闻

工作者特有的素养、才华和智慧，

坚守“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的办报

宗旨不变，坚守求真务实、爱岗敬

业的职业操守不变，坚守“内容为

王、形式辅之”的美学原理不变，坚

守读者至上、开门办报的运营策略

不 变 ，以 应 对 千 变 万 化 的 社 会 焦

点、经济热点和民生难点，为读者

提供了大量的上乘精神食粮。如

此丰硕成果，每每念起高山仰止的

感慨便油然而生。

想起《皖东晨刊》的版面设置，

我如鱼得水。一份好报纸首先体

现在其版面设置上。《皖东晨刊》自

创刊以来，始终根据报纸的功能定

位 ，本 着“ 新 闻 为 主 线 、生 活 是 分

支”的原则，设置一系列界定清晰、

庄重大方的版面。特别是设置了

一批利于形成读者群的版面，以便

于读者在各自喜爱的版面找到归

属感，找到兴奋点。由于年龄的关

系，我自然对《老有所乐》版情有独

钟。在这片老人天地里，我既有增

长知识、汲取养分的收获，又有共

鸣激活、习作见报的快感，让我的

晚年生活变得格外充实自在，更加

丰富多彩。真乃如鱼得水，其乐融

融。

难忘十六年，未了编读情。仅

此两点忆述，足以让我相信：《皖东

晨刊》有足够自信和能力，以精彩纷

呈的表现，实现 16 年办报历程的完

美收官，深情谢幕，并赢得喝彩。

此刻，我忽然想起一广播电台

的宣传语：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

退场与闪亮的出场同样精彩。我愿

将此话赠予《皖东晨刊》采编人员，

以作临别纪念。

（作者为老读者）

退场与出场
同样精彩

朱世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