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寄 人 篱 下 ”
流 动 作 战 到 拥 有 自
己的报业大楼，从周
一刊到周六刊，从黑
白到全彩，从单一纸
媒 到 主 报 、刊 物 、网
站 等 多 媒 体 相 继 崛
起，从地方机关报到
打 造 区 域 中 心 城 市
第 一 传 媒 ⋯⋯ 一 路
走 来 ，我 们 步 履 坚
定，风雨兼程。

我 们 不 辱 使 命 ，
我们披荆斩棘，我们
奋勇前进。作为媒体
人，我们深知肩上的
重任——服务中心工
作，服务百姓黎民。

我 们 ，一 直 在 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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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7 月 1 日，《瑞安报》的创刊号（局部）

雄关漫道 从头跨越
20年前瑞安报复刊经历

瑞安，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人文渊
薮，文化底蕴深厚。

《瑞 安 报》复 刊 于 1993 年 7 月 1
日。回首 20 年复刊路，其实瑞安人与
报纸的缘分由来已久。

接过办报筹备任务后，蔡声遂于 1993

年 4 月 20 日开始和几位同志到《黄岩报》、

《奉化报》及宁波镇海区委宣传部学习取

经，具体就报社的发展思路、机构设置、编

辑程序、通联发行网络建设和内部管理制

度等问题向他们逐一咨询。最后形成了一

个《瑞安报》发展思路和试刊实施意见，经

宣传部部委会议讨论通过后，开始了试刊

工作。试刊从 5 月 1 日开始至 6 月 30 日，7

月 1 日正式复刊。

组建一个正科级事业单位，涉及的主

管部门很多，有组织、编委、人事、财税等。

从 1993 年年初开始，几位筹办人员就通过

各种渠道，就办报的性质、报社的地位、办

报经费和人员的来源、待遇等与市有关部

门单位沟通，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

当时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好在

市委市府及各部门的领导都很重视，5 月 20

日，市委就下发了文件，决定创办市委机关

报——《瑞安报》，属正科级全民事业单位，

归口市委宣传部。6月10日，市编制委员会

也下发文件，核定报社全民事业编制 12 名

（后又陆续增加）。市财政局也很快下拨 15

万元，作为报社的启动资金。“就这样，为报

社的创办奠定了基础。”蔡声遂说。

据蔡声遂回忆，报社刚筹建时，人员也

不多。刚开始时，职能部室仅设办公室、编

辑部和广告发行部。印刷由市印刷厂承担，

看大样、校对都要深夜往印刷厂跑，内部管

理制度也比较简单。“那时，大家从各个不同

的单位，不同的岗位聚集在一起，都是新闻

战线的新人，但每个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充

沛的工作精神，一心一意想把报纸办好。大

家废寝忘食，挑灯夜战，互相学习，共同进

步，形成了十分良好的工作氛围。”他对当时

的情形仍记忆犹新。

据管陶回忆，复刊之初，在办报方面没

什么经验，采写、编辑、照排等一无所知，一

切都要从零开始。

“采编人员从开始的 6 个人后来增加

到 2002 年的 20 多人，没有一个是正式新

闻科班出身。还好，众多的报纸就是最好

的‘老师’。”管陶说，当时编辑们经常这样

开玩笑，他们是靠“两模（摸）”起家，一靠模

仿人家报纸，二靠自己摸索。

那时候记者写的文章改了又改，编辑

画版样，画了又画，甚至交印刷厂排版了，

深夜 11 点还“集体”去印刷厂再作修改。

在不断的实践中，文章越写越流利，版面越

排越漂亮，报纸越办越像样了。

回忆起复刊初期的艰辛，管陶淡淡一

笑：“办一张报纸真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

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晓。”

在讨论恢复创办《瑞安报》时，市委办

公室凭借秘书队伍人才济济和上通下达

信息通畅的优势，也曾提出办报的建议。

市委宣传部因是新闻单位的主管机构，且

当时部里有一张不定期的《新瑞安》小报，

1991 年全年编发刊出了 23 期，以《新瑞

安》作为基础，逐步提升到创办《瑞安报》

比较顺理成章。于是，当时的市委领导就

把创办《瑞安报》的神圣使命交由市委宣

传部承担。

接受任务后，先由时任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张存法负责筹备工作。1992 年下半

年，他带领考察组到省内几个已办县级报

的县市考察后，迅速提出了一些办报的思

路。1993 年 3 月，张存法调任市教委主任，

筹备办报的任务就转由蔡声遂负责。

蔡声遂是 1992 年因撤区扩镇并乡，由

陶山镇委书记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

“当时组织把办报的任务交由我负责，起初

我也诚惶诚恐，一不是文科出身，二没有从

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唯恐干得不好，有愧于

瑞安的父老乡亲，有愧于瑞安这样一个文

化底蕴十分深厚的文化之邦。但既然组织

决定了，我只能硬着头皮，边干边学。”蔡声

遂说。

据复刊后第一任业务副总编管陶回忆，

1993 年 6 月下旬，当时他在市委办工作，任

信息督查科科长兼市委报道组副组长。时

任市委书记包哲东对他说，市委决定办机关

报——《瑞安报》，要他去办报，当副总编。

“我一听，心中很矛盾。”管陶说，当时他承担

的新闻报道、信息工作正“走红”，获奖无数，

年终评比，均居全省、温州市前列。而报道、

信息工作“自由度”很高，有名有利，“人家不

管我，我也无需去管人家。”

“我这个人，虽然姓管，却最烦‘管’人，

何况老报人经常戏说‘办报难，难办报’，怎

么办？真有点叫人犯难。”他说当时挺矛盾

的，但毕竟接受党的教育多年，组织上决定

了的事情，他还是担下了这个重任。在忐

忑不安中，他开始了办报之旅，一干就是十

来年，直到退居二线。

千呼万唤终出来

办报滋味自知晓

■见习记者 李心如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瑞安就出过《新瑞安

周刊》，一直持续了 3 年多。而在抗日战争时

期，《温州日报》的前身《浙南大众》曾在瑞安桂

峰板寮出版。1956 年 5 月 1 日，正当瑞安人

民沉浸在当家作主的喜庆气氛中时，瑞安县委

主办了《瑞安报》，第一份以“瑞安”为名的报纸

问世，由张贤良任社长、温国慎任主编、陈池任

副主编。在他们的经营下，《瑞安报》于 1958

年 7 月改为《瑞安日报》，一年后，由董希凯接

任主编。但是由于县域经济的薄弱，《瑞安报》

于1961年2月被迫停刊。

“九十年代初期，瑞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复刊后的第一任总编

蔡声遂说，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充满后

劲的活力，使当时的市领导意识到发展新闻事

业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那时

起，准备复刊《瑞安报》也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1993年，沉寂了32年之久的《瑞安报》，终于

在广大群众的期待中，在改革春风中破壳而出。

这年 7 月 1 日，中共瑞安市委机关报——

《瑞安报》复刊了。《瑞安报》的面世，正像时任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诒昆说的，“这是我市人民

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瑞安新闻事业登

上了一个新台阶。”

记者看到复刊后的第一张《瑞安报》：版面

右上是陈诒昆写的复刊词，版面中间是报社成

立授牌的照片，其上是市领导的题词。

沉寂 32 年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