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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段报缘 几份深情
通讯员和瑞安日报的故事②

话说《有话说》
■王国荣

有缘在《有话说》版面跟读者们说话，是我莫大

的荣幸。感谢读者阅读这个版面，也阅读在下的

拙文；感谢瑞安日报这个平台，能让我在千里之外

的地方，有话跟瑞安的读者朋友们说道说道。

去年 4 月 19 日，当我的名字出现在《有话说》

版面上时，我们就开始聊上了。每周一、四，我成

了《有话说》的常客，至今已在该版发了 10 多万字

的言论，深感荣幸。我想，这种荣幸，除了缘分，很

大程度是来自读者的默默支持，没有把我从这个

新版面的舆论场上轰下台，而是赋予我充分的话

语权。

此后，阅读《瑞安日报》电子版成了我每天的

功课，看看有没有可评的新闻，从中了解瑞安乃至

温州地区的各类信息，以及人文历史和风俗习惯，

唯恐在作业中出现低级错误而闹出笑话。写稿并

非轻松活儿，有时候真是如履薄冰啊。

说句实在的，能做本地题材评论尤其是事件

新闻评论，是要有气度的。作为一张县市党报，能

够容得下《有话说》对本地事件新闻的说三道四，

确实让读者感到很“通气”。从中，亦见一地领导

之雅量。媒体同行都有个纠结，就是本地的事件

新闻难评或不让评。其实，评论不是结论，评论也

不仅是“批评”，更非“朝天骂”。然而，当下许多媒

体的评论，对本地事件新闻往往“绕道”而走，而对

外地的事件新闻却是不依不饶。但这不接地气的

“朝天骂”，骂得再凶、批得再猛，大多外地人看不

到也是白搭，失去了其评论的意义。

记得去年秋天到瑞安，我在与几个朋友聚会

时，一个朋友的朋友得知我是给瑞报写评论的，恰

恰有一篇批评了他单位的一件事，他就站起来说：

“哦，就是你啊⋯⋯”起初我颇显尴尬，还好这位老

兄也比较大度与和善，辩护解释一番后，居然说理

解我们写稿子的人，并说这个版他也很喜欢看的，

看了比较“通气”，很多话题是站在老百姓一边、帮

读者说话的，针砭时弊的同时也弘扬正气。他很

会说道，好像对媒体也比较了解。干杯时，我连连

说谢谢。除了“谢谢”，笨嘴笨舌的我，恐怕没有再

达意的词，可以表达我对他给予的“理解”的谢意

与敬意。理解真的万岁！

随着网络微博的异军突起，受众对传媒产品

需求的改变，有时候读观点比读新闻更给力，或者

新闻报道与评论观点一起读，更适合受众的需求

与胃口。报纸、广电、网络等媒体评论的崛起，不

断推陈出新，给人多种看问题的角度。只是，作为

一个评论员，自知离读者的要求还很远，有时即便

自己读自己的文章，总也觉得不够味。但是，“志

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有远方这么好的读者理解

与支持，有这么好这么多编辑老师的帮助，我会一

直努力的。

我的半亩花田
■张秀玲

“每一条走过来的路都有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

由，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都有不得不这样选择的方

向。”读到这句话时，我正开始整理自己多年累积的文

章，便一直思考，当初怎么跟写作有了牵连？

不巧不成书。这个时候接到一个任务，《瑞安日

报》复刊 20 周年了，让我写写和日报之间的一些事

儿。跟《瑞安日报》有关,这大概有 15 个年头了。

1999 年的某天，我偶然翻阅《瑞安日报》时被副

刊板块深深吸引了。正值而立之年的我，一气呵成写

了一篇随笔，斗胆寄出。不久，《跟三十岁干杯》在《瑞

安日报》发表了。

处女作的“成功”让我激动得无以言表。我不张

扬，但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只觉得那天天很蓝，树

很绿，学生很可爱，孩子很懂事。这无疑是一剂营养

液，注入我的血液，让我顿时鲜活许多，连脚步也顿觉

轻快。

喜悦是可以化解忧虑的。文章的疗效竟如此神

奇，叫我如何不想它呢？

于是，每当孩子入睡时，或结束备课时，哪怕夜深

人静，也铺开纸张涂鸦。写着写着，思维开始活跃，心

情也豁然开朗，丝毫不觉劳累，入睡竟也很安然。那

时电脑还没普及，我都是在稿纸上一笔一划抒写，用

“伏案奋笔疾书”形容并不为过。

随着《瑞安日报》的改版，副刊也丰富多样起来，

有阅读、旅游、影音、众生相、文笔等栏目。这些栏目

犹如一把火，点燃了我的写作激情。那时的我，犹如

鱼儿找到了水，很是欢快，什么方面都尝试。忙完手

头的工作之后，哪怕夜深灯灺，也要打开电脑。

播种行为，收获了习惯，于是写作变得顺理成章，

一发不可收。我因此更善于思考，也极度勤快，随时

捕捉瞬间的感悟。那段时间，发表文章数量之多，连

自己都不敢相信。

集腋成裘，几年过去，发表的文章已经有好几百

篇。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瑞安日报》这个舞台，即

使我再喜欢写作，能坚持到现在吗？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置疑，当初的写作多少带有些许功利，这个功利

不是钱，而是想和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

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

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写作就是我的诗意世界，它成

了我的半亩花田。为此牵挂着，关注着，有空时不忘

侍弄。我知道，如果没有了这半亩花田，我的人生肯

定变得很单薄，有了它，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兴趣也因

之开阔，习惯随之持续，心情得以喜悦。

付出的未必都有结果，但如果不侍弄，花田就会

变得荒芜，为此我乐此不疲。就在身体一度告急，严

重腰椎和颈椎疾病使我不能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敲打

键盘时，但如果情动于中，我还是情不自禁抒写。

人生很多因缘，很难条分缕析。我只是觉得《瑞

安日报》是一位月下老人，让我和写作结下半生缘。

情深谊长的
《瑞安日报》

■高振千

有报社记者打电话来说，《瑞安日报》复刊 20

周年了，让我写篇与报纸相关的纪念文章，我二话

没说就答应了下来。作为看着《瑞安日报》“一步一

步长大”的老作者、老读者，怎能会没话可说呢？

《瑞安日报》，从原来的周报发展到现在的周六

报，从每期 4 版开始逐步增加到如今的 16 版，从起

初套红的版面变成全彩色印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

20 年历程，如此快速发展和壮大着实让人喜出望

外。报社也从最初的仓前街几个办公室，到现在有

了自己气派的大楼。作为报社的常客，这些年，我

亲历着这些变化。

这 20 年来，我从未间断阅读《瑞安日报》，如果

哪一天没来得及读，总是搁在心里念念不忘，事后

无论如何也要找过来仔细看，决不漏过、放过任何

一期，就是这般无可救药地关爱着。当然，在通联

会上，或在拜访报社之际，作为读者也没少给报社

提过意见和建议。如果报纸上有自己的文章，读完

之后还剪下来，贴到硬面抄里收藏着，20 年里已经

收集了五六本。

《瑞安日报》复刊伊始，在张益老师的鼓动下，

和历任编辑朋友的厚爱下，业余给报纸写稿更是

20 年来痴心不改。从先前一笔一划的撰写送邮局

寄发，到如今的键盘输入用电子邮件发送。环顾报

纸大浪淘沙般的业余作者，如此坚持不懈的“铁杆”

作者寥寥无几。还真说不清楚这么多年为什么能

持续不断地写着，是源于自己的写作爱好，还是为

了充实业余生活？是友好的编辑朋友热心鼓励、扶

持，还是对报纸一份深深的喜爱？

这 20 年来，在《瑞安日报》上刊登过通讯、时

评、散文等各种体裁文章，甚至有发过整版的，每年

平均有四五十篇见报，累计已经有近千篇文章，这

可是一笔不小的收获，估计也是发稿量最多的业余

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假如没有《瑞安日报》，

也就没有我这近千篇文章，是《瑞安日报》促使我写

下了这么多文章。

这 20 年中，在报社评选的年度先进中，连续十

几年被评为“优秀特约记者（通讯员）”，还有不少

文章在报社的年度“好稿好版面”评选中获奖。报

社颁发的一大摞荣誉证书，还真让人引以为荣。同

时，还有十几次被报社举荐为市委宣传部的“年度

优秀通讯员”。在《瑞安日报》这个平台的锻炼下，

更使自己的不少文章冲出瑞安走向全国。

对于《瑞安日报》及其背后默默无闻的编辑，

20 年来的亲密无间、不离不弃，无论是身为读者还

是作者，你能说没有结下深厚的情谊吗？何况《瑞

安日报》还是我业余耕耘的一片沃土！

（本版手绘图 林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