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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新近出了一本书 《曾为总编》，回

忆在瑞安日报社的一些事。

说来话长。十年前 《瑞安日报》 十

周年庆，报社的同事热切地说你老总编

写一篇纪念文章吧。于是我写了一篇

《曾为总编》，被发在十年报庆专刊上。

就是这个，我想无不顺势把在报社几年

的某些有意思的事，记录下来，附上报

社同事的文章，编成一本书呢？

也就是十年前，我建了两个文件

夹，名为“写”的文件夹，是我的回忆

文章，名为“录”的文件夹，是我的报

社同事的文章。应了“老年人往后看，

青年人往前看”的古话，退居二线了，

也该是往后看的时候了。后来电脑坏过

一次，书稿还在。到电脑换代了，书稿

被拷下来放在新机上。一下子十年过去

了，书稿还睡在电脑里，还是没有丢

了。今年的一天突然想起这事，打开电

脑里的文件夹，重新把书稿“写”了一

次，就编成了一本书。

十年后重新来“写”，容易多了，因

为去年不小心跌断了一条小骨，一跌把

我跌进了老人行列。还是应了“老年人

往后看”那句古话，如今再作回忆就水

到渠成了。我在 《后记》 里说，《瑞安日

报》 已走过二十个年头，其间我在报社

近四年，却留下弥足珍贵的人生轨迹，

我因此引以为豪。《曾为总编》 的字里行

间就有这种自豪感和幸福感，读者也会

看出一种显扬和自信。卸任已十一年

了，春来春去，《瑞安日报》 还记得我

吗？我对 《瑞安日报》 显然至今梦萦魂

牵。

许多东西当你失去了就觉得珍贵

了，比如青春，比如健康。不少事

情过去了你才有所醒悟，比如读

书的年头觉得读书苦，当走出

校门进入社会，那大大小小的

事情，拉拉扯扯的关系，才

使你醒悟到原来读书的时候

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再

比如上辈健在的时候你也无

所 谓 ， 关 照 得 多 的 是 下

辈，所谓“上孝下”，而一

旦上辈都走了，你成了最

大的一辈的时候你才醒悟，

老得“抖抖动”甚至小便失

禁甚至老年痴呆的上辈，对

我们是多么重要。上辈在，

才有孝的机会。上辈在，我

们不言老。上辈是青春的参

照物，参照物没了，我们会突

然有一天感到一阵凉：我也老

了。

人老了容易回忆，去年今日，人

面桃花。今天我书房外的栀子花很香，

想当年和一群报社的青年人下乡，也是

这么的阳光，前面还扛一面瑞安报社青

年记者的旗，路上见到水稻、温郁金、

索面、野菜，就一一说给青年人听，自

己也年轻了。回来写了一篇 《青春做伴

好下乡》，青春：春光明媚的日子，乃杜

甫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诗意。人说这

是一篇好文章，无非是说情真真意切切。

又想起王步宙，想起黄则强，想起

阿维热，想起张增清，想起张曼新，想

起毛晓宇，想起采访与报道过的人。最

难忘采访王步宙，几位记者是坐“突突

突”拖拉机去的，王步宙用的粉笔头和

百宝箱，那一堆来不及盖到屋面上的

瓦，家里的屋顶还在漏水，他累倒在教

台上。一场场王步宙事迹报告会，我看

女同志无不流泪，男同志大概也有十之

一二流泪。男人有泪不轻弹，女人多泪

为哪般？就是因为一些很“微”的东西

太感人了。

又想起“2.24”空难报道，到现场

看了，对生命的敬畏刻骨铭心。一连两

天把消息排到报纸上又被通知撤下来的

事一直记着，晚上八九点钟了，撤下了

空难报道，报纸又不能开天窗，只得找

东西补上去。忙碌了一天的同事显然有

看法，那也无可奈何。空难发生在瑞

安，发一个简短的消息为什么不可以呢？

又想起到北京，在报社的唯一一次

省外出差是和北京上司说，办好瑞安报

并未加重农民负担，给瑞安报全国刊号

是顺乎潮流的事。说了一连串的数字，

说了一个个的例子，我的温州普通话那

天说得特别溜。

又想起设计师关于瑞安日报大楼的

设计，征求我的意见。记得设计师是位

美女，她问：什么设计风格?我答：像报

社就是。她问：高度？我答：比旁边的

市府大楼矮 1 厘米。美女设计师会心地

笑了。

又想起我和管陶、陈志良，三个总

编，都是书生，都是船快靠埠、车即到

站的人，工作上可用一句话来评价：不

用扬鞭自奋蹄。

《曾为总编》 就说了这些有意思的

事。书印出来，我就把书放在报社三楼

的走廊上，你觉得想翻一翻，就去拿一

本。书被拿光了，我会非常有幸福感。

几多回望 几多期待
——本报老总故事

弹指间，离开报社已经 15 年了。今年 7 月

1 日，是瑞安日报创刊 20 周年的日子，作为曾

经参加报社筹备、创办并在报社工作达 6 年之

久的一员老兵，回忆起当年办报走过的艰难历

程，桩桩往事，至今仍在脑海里难以忘怀。

精彩看点：
创刊前的筹备工作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党的改革开

放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瑞安的经济社会发

展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社

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市委、市府领导感到发

展新闻事业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

义，恢复创办瑞安报也就提上议事日程。

市委宣传部因为是新闻单位的主管机构，

且当时部里有一个内部不定期的《新瑞安》小

报，1991 年全年编发刊出了 23 期。以《新瑞

安》作为基础，逐步提升到创刊瑞安报比较顺

理成章，这样，市委领导就把创办瑞安报的神

圣使命交由宣传部承担，从此，我们就开始走

上了办报的历程。

我是 1992 年 5 至 6 月因撤扩并由陶山区

委书记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瑞安报创

办筹备工作最初由另一副部长张存法负责

的。1993 年初，他调任市教委主任，这项工作

就由我接手。这年 4 月中旬，我和几位同志到

黄岩报社、奉化报社及宁波镇海区委宣传部进

行学习取经，回来后，形成了一个瑞安报发展

思路和试刊实施意见。在创刊前的几个月里，

我们具体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争取以市委名义发文，确定报社为正科级

全面事业单位。我们就办报的性质、报社的地

位、办报经费和人员的来源、待遇等与市委办、

市府办主任领导沟通，以期得到他们的重视和

支持。市委，市府及各部门的领导都很重视，5

月 20 日，市委下发了（1993）116 号文件，决定

创办市委机关报——《瑞安报》，报社属正科级

全民事业单位，归口市委宣传部。6 月 10 日，

市编制委员会瑞编（1993）7号文件核定全民事

业编制 12 名。市财政局也很快下拨 15 万元，

作为报社的开办费。

申报报刊准印证和广告许可证。我们从

1993 年 2 月开始就向温州市新闻出版局提出

申请，再由温州市局上报至省新闻出版局，当

年 2 月 24 日至 27 日，我们专程赴杭，向省局领

导汇报瑞安报创办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

性，并向他们汇报市委、市府及市委宣传部的

办报决心和我们的办报工作方案。结果，3月1

日就我们获得浙新出报刊（1993）68 号的试刊

批准书，7 月 1 日获得浙字第 03-22 号的报刊

准印证。这期间，我们完成了报刊营业登记和

广告许可证和登记，成为温州市第一家准许创

办的县级报刊。

组织临时班子，抽调管理、采编、发行人

员。我作为宣传部分管宣传的副部长，除继续

做好分管的工作外，作为报社总编的身份主持

报社工作。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陈志良同志负

责报社的行政后勤工作。3 月 19 日开始，我们

抽调第一批人员朱友好、唐方启、夏海豹、陈宗

圣等，接下来又抽调了马邦城、洪善新俩同

志。后来为了加强采编的领导，市委报道组副

组长管陶同志被市委调来报社负责采编工

作。这样，就形成了我为总编，管陶、志良同志

为副总编的领导构架。采编由友好、邦城、海

豹、海燕、小波等同志组成；发行由唐方启同志

负责；办公室、收发由善新同志负责。这就是

创刊前报社的全部人马。

组织发行队伍，做好征订工作。这项工

作，应该说当时我们是有优势的，因为 1993 年

温州日报自办发行，而温州日报的发行队伍是

宣传部建立起来的，正好又是我分管的。我们

就利用这一优势，由温州日报发行员兼任瑞安

报发行员。在创刊前，我们召开了全市瑞安报

征订大会，经过近一个月的大会战，创办当年

《瑞安报》的征订份数就达17000份。

建立职能部门。报社刚筹建，人员也不

多。开始时，职能部室仅设办公室、编辑部、广

告发行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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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新闻战线的新兵，没有骄傲的资本；没

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大家废寝忘食，挑灯夜战，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深情回望：
难忘的五年

从1993年7月1日瑞安报创刊到1998年5

月调离报社，我在报社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是瑞

安报同仁边学边干，逐步适应的五年，也是瑞安

报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了一条开拓

奋进，充满生机的创业发展之路的五年。

五年间，报社办公地址三易其地，从借用

市府老干部活动中心 3 个办公室，到租用仓前

街弄堂内之间华侨户的三层楼房，再到1995年

迁 至 万 松 西 路 164-167 号 三 间 五 层 民 房 。

1998年初时，终于把报社现办公大楼建设用地

确定下来。

五年间，《瑞安报》从周一报发展到周四

报，发行量从 17000 份增加到 32000 份，报社

经济效益从空白到 1998 年实现广告收入近

180万元。

五年间，报社的工作人员从最初的10来个

人，发展到30多人，一批批年轻、优秀新闻人才

不断进来，为报社采编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

报社的发行队伍也由《温州日报》代发发展成

为自办发行。

抚今追昔，我任总编期间，虽然也做了一

些工作，回想起来总感到自己无论是理论、修

养，业务水平，还是管理能力，离总编岗位的要

求还是相差很远的，加上当时的重点工作，还

在宣传部，分管着宣传，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好在报社的同仁们很理解我的难处。当时进

报社的同志素质很高，一个个都是经过精心挑

选、严格考核进来的，每个同志都能任劳任怨、

敢于负责、敢于创新，因此，那五年，报社进步

很快，瑞安报在温州地区第一个且是唯一一家

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省优秀报刊。通过在瑞

安报的实践、锻炼和个人努力，最初进来的一

批同志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长江后浪推前浪。喜看今日之瑞安日报，

事业越来越兴旺，队伍越来越强大，办报质量

越来越高，作为一个曾经在瑞安报工作过的老

同志，我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衷心祝愿瑞安

日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瑞安的经济社会发

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忆几件事
■陈思义

难忘的岁月
■蔡声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