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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和瑞安日报的故事①

今年是《瑞安日报》复刊 20 周年报庆，20 年来

她迎着风雨一路前行。现在的《瑞安日报》与当年

创办时相比，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她的品

质和影响力，都不可同日而语。《瑞安日报》与改革

开放相伴诞生，又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她见证并

推动着我市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宏愿伟业。今

天，她风华正茂，欣欣向荣，值得庆祝。作为《瑞安

日报》的老读者和老作者，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

程，感到由衷的欣慰，谨向《瑞安日报》的新老朋友

们致以诚挚的祝福。

20 年前的我还在瑞安文联工作，20 年后的

我，却已垂垂老矣。岁月催人，风雨沧桑，时代巨

变。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瑞安日报》的副刊写

稿，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估计约在百篇以上吧。现

在，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可仍然不改初衷，不时

有些小文章见诸报端。我一直在问自己：你为什

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笔，你还有必要这样做吗？

但我始终找不到它的答案，也确实解释不清楚为

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名？为利？为爱好？为友

谊？为责任？为了消磨时间？为了排遣寂寞？好

像都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是。

就说去年吧。我是个体育迷，伦敦奥运会期

间，白天晚上连轴地看，看得头昏脑胀，两眼模

糊。看着看着就有些感触，有些不平，就有话想

说，于是打开电脑把自己的想法记下来，梳理了一

遍，劈哩拍啦敲出一篇二千来字的《奥运随笔》。

时隔不久，媒体里传来了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消息，

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回忆的

闸门一打开，思绪就像流水似的哗哗不断出来，不

到半小时，《莫言，重新点燃对文学的热情》的初稿

就完成了。接着，中日之间发生了钓鱼岛事件，报

纸电视连篇累牍地报道，曾作为军人的我不由自

主地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进而对中日关系的渊

源发生了兴趣，又找了一些历史书籍来看，兴之所

至，写了一篇文史随笔《中日对决》。明知我的观

点在报纸上根本不可能刊登，可我还是把它发给

了《瑞安日报》的编辑，因为我打从心里把报纸、编

辑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且是一位足以信赖的真正

朋友，向朋友倾吐自己的心声理所当然。年复一

年，我就这样和报社的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每当我到报社办事，无论在那个部门，无论见到

谁，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我感觉就像到了自己的

家。

总之，我以为写文章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也是

一件很快乐的事，它就和说话一样，完全是一种情

感的交流。因为，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需要交

流，沟通和交流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快乐。我是

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去做的。

再一次祝福《瑞安日报》越办越好！也祝我们

的友谊之树常青!

2013 是笔者的古稀之年，恰迎来《瑞安日

报》复刊 20 周年庆的日子。因为 20 年的读报与

撰稿，报社里又有一批文友与学生，笔者与日报

便结下深厚感情。一接到报社约稿电话，千言

万语涌上心头。忆及自己写作经历，文学创作

成绩，都离不开这份家乡报纸的进步与包容。

可以说，她为许多笔杆子、文艺家提供了磨练、

飞翔的好平台。于笔者而言，其间还跟“3”这个

数字特别有缘，殊可纪念。

笔者生于 1943 年。大学读文科，高中教写

作，早就盼着百万人口的家乡能有一份播洒春

雨、广传资讯的报纸。1993 年，瑞安日报复刊

时，已届知天命的笔者欣然应邀，课余担任报社

的特约记者。虽然当教师兼校长的主业很忙，

但还是给自己限定指标：不管新闻报道、文学特

写还是散文评论，每年不少于 30 篇，也因此年

年被评上优秀特约记者。

十年积累，至 2003 年瑞安日报社召开十周

年纪念大会时，花甲之年的笔者有幸被评为“十

佳”，身披彩带登上领奖台。这张彩色大照片次

日刊登在《瑞安日报》的头版，家中至今珍藏

着。而大会奖励的瀑布画面的电子钟，笔者一

直高挂在书房内，至今三千多个夜晚，常常在深

夜注目钟面文字，她似乎象征着报社对挚友们

的温馨提醒：时光飞逝，你得勤奋；风云任变，笔

耕莫停！

笔者说日报的包容，实际是感谢报社的大

度与大胆创新。以前日报每天只有四版，要求

多篇、精悍，以求多提供信息量。偏偏笔者擅长

抓大题材，喜写文学特写或英模报告，作品篇幅

自然拉长。如笔者采写的《意大利亲人啊，您在

哪里？》、《一棵扎根在飞云江畔的乌拉草》以及

和瑞报记者合作的《大地作纸写人生》等万字文

章，报社领导阅稿后拍板创新，都破格以一、二

版大篇幅刊发，造成强烈反响，让笔者铭心难

忘。

之所以提及感谢，还因这 3 篇作品被全国

各地甚至国外多家报刊转载，被荐送中国作家

协会审议，笔者也如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被

邀请担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兼全国报告文

学赛事评委，实现了从小要当作家的梦想。寻

根探源，一个基层教师花甲之后能走到今天，自

然由衷地感谢《瑞安日报》这个催人奋进的平台

与人才摇篮。

古语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笔者尽

管渐近古稀，但每天仍关心《瑞安日报》，读她、

评她、宣传她，还不断动员文友、学生给她投

稿。自己工作与创作压力稍轻之时，也会见缝

插针给她写上一、二篇。

包容才能创新，才能和谐。和是一种情怀

与境界。笔者欣赏《瑞安日报》的包容与创新。

在有生之年，祝愿瑞安日报云蒸霞蔚，热腾兴

旺，并寄语三句希望：放下昨天、淡忘荣辱；广聚

人才、再鼓东风；浓墨重彩，释放正能量！

与“三”有缘说包容
■张益

我与《瑞安日报》20年
■俞 海

我与《瑞安日报》
同龄 同袍 同梦

■宋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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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日报》20 周年了，我谨以拙文聊作对她复刊 20 周

年的祝贺。

先说“同龄”。我生于 1933 年，是个 80 岁的老朽。那凭

什么说自己与《瑞安日报》这个小伙子同龄呢？答：中国民

谚“六十甲子转青春”的说法，意谓人的年龄满一甲子后，仍

从 1 岁算起,所以 80 岁减去一甲子，不正是 20 岁，而有幸与

《瑞安日报》同龄吗？又问：你这个老头为什么厚颜硬要寻

找借口跟《瑞安日报》同龄呢？答：民间历来有同龄人缘分

相亲，感情相牵，性格相近，襟怀相通的说法。这 20 年来，

我一直在心底暗以《瑞安日报》为友，是她忠实的受众、读

者；又一直以她为师，从她身上得到知识，得到青春活力的

营养，得到教益，得到鼓励，还得到欢乐。其间，我参与《瑞

安市志》、《瑞安华侨志》等志书编纂时，常常会从她那边得

到珍贵的资料与慰勉。同时，她蜚声浙南报坛的《玉海楼》

栏目又长期为不才的拙作提供发表的园地，以此交结了许

多师友，还沾了“讲塘河老师伯”名字的边呢！

再说“同袍”。《诗经·无衣》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储我长矛，与子同仇......与子偕作。”《瑞安日报》这

20 年，一直致力为弘扬中华文化软实力而辛勤耕作，卓有成

绩。我这个去了一甲子的“同龄”也不自量力由她牵着手，

为主将冲锋摇旗呐喊。当我滞后沮丧时，她及时送来催人

奋进的号角；当我伤病掉队时，她及时给予战友的慰藉，始

终视我为同仇的袍泽，劝诫我不要放下笔，令我为整理瑞安

传统文化遗产再出一点绵薄之力。于是我在病榻旁，在青

灯下，勉强承担起超越我学识与能力限度的点校乾隆、嘉庆

《瑞安县志》的事。20 年来，未曾有片刻“无衣”之感！

接着说“同梦”。梦是理想，是奋斗目标，或许更多的是

青年人的专利，而对于我这个与梦的缘分日渐淡去的老朽

来说，却有幸在《瑞安日报》“筑梦”、“追梦”。在实现中国梦

的文章报导的感召下，又唤回在脑海里积存已久的抗日战

争时期“中华儿女，慷慨从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的梦；解

放战争时期的“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这民族的希望”的

梦，社会注意建设时期“把一切献给党”、“超英赶美”的梦，

重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更集中起来强烈了“振兴中

华”的中国梦！有这位心怀相通的同龄，同袍的挟持、提携，

我这个垂垂老矣白头翁还有幸与全国 13 亿同胞一起为筑

梦、追梦、圆梦而“偕作”，这不是《瑞安日报》与我的缘分，给

我的福分，又是什么？

愿《瑞安日报》在党的领导下越办越好，更加成熟老练

而又青春长驻，愿我这个去掉一甲子的“老小伙子”再鼓起

余勇，跟上她的步伐前行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