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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路上
有个好知己

■蔡宽元

20 年风雨兼程，20 年硕果满枝。《瑞安日报》

复刊已有 20 年了，而这 20 年，我从一个挂列兵

警衔的新兵到如今的中校警官，与她从未分手。

今年春天，我已离开瑞安，但也时常在网络

上留意《瑞安日报》。这几天，《瑞安日报》的编辑

来电，叫我谈谈与《瑞安日报》的这 20 年。一想，

我从开始到瑞安，直到现在的离开，也有近 20 年

了，总觉得与报社从未隔断过，一直保持着那份

情意。

与她相遇在 20 年前。那时，我作为一名刚

入伍的新兵，分到了北麂海岛服役。没多久，我

就接了文书这一差使。记得有一次，我与战友一

起出海营救一艘遇难船舶，将五名船员成功营救

上岸。一个个惊险的镜头，一个个动人的瞬间，

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当晚，我点

着油灯开始“爬格子”。当时没有稿纸，写完后，

我认真地把稿子重新抄在普通信纸上，邮寄给了

当年的《瑞安报》。不久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我 的“ 大 作 ”，这 激 励 我 从 此 走 上 新 闻 写 作 之

路。

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都是以这种方式

投稿。由于海岛的特殊性，稿件需要一周、半月

时间才能寄到报社。有时如果有战友乘船离岛

到大陆，我还托他们把稿件直接送到报社，提高

了新闻的时效性。

有了与她的初识，让我这个小兵在岛上的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在警营里也有了小名气。后

来，上了军校，1998 年毕业后我又一次来到了这

海岛服役，重拾以前的爱好。那一年，警营里有

了传真机，一篇篇稿件通过海岛的微波电话传送

到报社，见报率提升不少。

一年后，我从海岛调到了陆上，警营里配备

了电脑，我很快完成了从手写稿件到到敲打键盘

的转变。在陆上，与她的距离也近了，写好的稿

件也能第一时间送到编辑手中，编辑也时常与我

沟通写稿技巧，给了我很好的学习机会，使我长

进不少。从“小豆腐块”到长篇通讯，随着发稿量

的增多，我曾多次被报社评为积极通讯员、优秀

通讯员。

2003 年，相机、DV 机还是比较贵重的高科

技物品，但部队上级一有分下来，领导第一个就

想到了我，把这些物品交给我保管，我也有了第

一个学习使用的机会，从此，我也成了一个“多面

手”通讯员。记得有一次，我拍的一张战友“立功

喜悦”的图片，在《瑞安日报》头版刊登。不久在

报社的新闻摄影评比中还获得了通讯员类的一

等奖，这给了我不少激励，自己也与摄影交上了

朋友。

这 20 年，《瑞安日报》从以前的一张黑白小

报到现在的加长彩报，她也伴随着我从部队基层

到机关，从业余的通讯员到专职部队宣传干事

⋯⋯串联起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感谢她陪伴我走

过这 20 年的从军路，感谢她见证了我从一名新

兵成长为 20 年军龄的老兵。

美丽邂逅“报料王”
■@Yummy 爱旅行

一份缘，一份陪伴
■赵小鸥

十年前，当我踏入派出所大门时，还是个

不知岁月倥偬的愣头青。初来乍到，熬夜加班

的频繁程度吓了我一跳。家在城关，工作在飞

云，每天的来回我都要乘坐轮渡。

那是台风过后的第二天，在单位执行任务

到凌晨 2 点，拖着疲惫的身体，我上了渡船。印

象中，飞云江的水一直是黄色的，浑浊的，但在

那一刻，我见到了一抹绿，在渡船探照灯的昏

黄光线下摇曳生姿，清澈而透明。我惊呆了！

回到家，我的脑里还一直摇曳着那一抹绿，它

就像洪水开了闸，涌出了我工作生活的所思所

想。于是，我迫不及待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这就是我的第一篇随笔《飞云江的绿》。在这

篇随笔中，我肆意挥墨，将大学后踏入社会的

心酸历程一一记录。

与《瑞安日报》的不解缘就是从那一刻开

始。在我将随笔投给了《瑞安日报》的文学版，

又经历了一段忐忑不安的等待后，《飞云江的

绿》变成了铅字。第一次投稿便被采用，我很

是兴奋。再之后，《瑞安日报》成了我的好朋

友，闲暇时刻，听着舒缓的音乐，或提笔疾书，

记录下自己彼时工作、生活中的心情，或茶香

绕梁，品味他人的生活感悟。

这些报纸，我一直舍不得扔，多少次回过

头再看这些报纸，仿佛是看自己走过的路。在

这笔墨之间，它们始终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人

生哲理：只有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你才不会孤

独，才会活得更快乐更幸福更有品质。

调离派出所后，来到了现在的公安局政治

处工作岗位，让我有了更多与报纸合作的机

会，也认识了许多媒体人。从他们身上，我看

到了《瑞安日报》的一直在努力，多次改版，多

次革新，内容也越来越充实，更让我高兴的是，

《文学版》一直被继承了下来，变的是名字，不

变的是她的心。

历史上的瑞安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深

厚文化积淀的古城，但在如今这物欲横流的

“沙漠文化”时代，留得一份宁静，一份感恩，一

份情感，仍然显得卓为难得。感谢《瑞安日报》

给我们留了这一份方寸之地，洒下空灵，留下

静谧，让人回味，让我可以在粗茶淡饭中咀嚼

生活的酸甜苦辣，可以在纷繁复杂中安享恬淡

和清新，可以在嘈杂的都市中放飞我们的心

情，更让我在这愈显浮躁的都市生活中，多了

一抹人性的绿色，多了一份感悟，多了一份温

暖。

如今，迎来《瑞安日报》复刊 20 周年，它就

像一道道时间年轮，记载了瑞安社会大发展的

辉煌历程，也记录下了一个个平凡人心头的那

一盏盏小桔灯。有你，有我，也有他！

作为一名普通的网友与读者，我想和大家分享下我与

报社的故事。与其说这是我与《瑞安日报》报社的故事，不

如说这是我与微博“@瑞安日报—报料王”的美丽邂逅。

去年4月18日，“@瑞安日报—报料王”横空出世，一

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朋友转发的微博中看到了她。刹那间，

来自家乡的那一份温情的问候触动了我的心，立马，果断，

关注！

我静静地浏览着她上面的各类消息，来自家乡的每一

幅画面每一个场景出现在我眼前——火灾第一现场报道，

不留名的好人故事，消费者的维权投诉⋯⋯这些鲜活的新

闻让我这个在异地求学的学子获得了来自家乡的第一手信

息，感受到了这片热土的热情与活力。

那时，我开始默默关注“@瑞安日报—报料王”。高考后，

它发起了“高考微作文”的活动，让网友用140个字来写高考

作文《坐在路边鼓掌的人》。高考，每一位学子都将经历的人

生里程碑，而《坐在路边鼓掌的人》又是一篇打动人内心的文

章，我不假思索地拟好一段微博，按照要求参与了这次微博

投稿。过了几天，“@瑞安日报—报料王”在微博上提示我，我

的小博文被采纳了，还有话费奖励。当时我还有点懵，不明

白到底是咋回事，就先和在瑞安的朋友联系，让他帮忙看看

今天的《瑞安日报》有没有微作文。直到看到微信里发来报

纸的照片，我才相信我的小博文被刊登在了《瑞安日报》上。

那一刻，心里莫名的开心，竟也有一丝自豪。

毕业后已经打算回家乡工作的我，更加留意“@瑞安日

报—报料王”上的一些新闻，它仿佛就是我身边的一位伙

伴，告诉我这座城市每天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了上次的“甜

头”，之后我就更加踊跃地参加她组织推出的各类活动。

去年12月，正值《温州一家人》热播，由市委宣传部主

办、瑞安日报承办的“随手拍《温州一家人》剧中场景”活动

在“@瑞安日报—报料王”上火热开赛。当时正被电视剧迷

住的我和朋友专门，驱车前往湖岭均路村，靠着手机导航和

询问村民，终于到了小阿雨成长的小山村。在空气清新、民

风淳朴的小山村里，我拿起手中的相机带走了属于温州人

的回忆。几个月后，比赛结果揭晓了，我得了总冠军——

4200元奖金。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只是记录了生活，却

得到了如此大奖。

今年4月18日，是“@瑞安日报—报料王”一周年纪念

日，我有幸参加了她的“周年趴”庆祝活动。在现场，100位网

友与她一起回顾了它的发展历程。其实这一年也是我的成

长过程，从校园到社会，从学生到职场人，从异地求学到回到

家乡。

我莫名地相信，我与“@瑞安日报—报料王”的缘分还会

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我老到翻不动她、看不清她的那一天。

（本版手绘图 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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