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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瑞安日报》的情缘
■白一帆

中国的文字，我一直认为是立

体的，有画面、有味道。2013年，中

国科学家以《诗经》“风”“雅”“颂”

来命名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地

理实体。大西洋有洵美海丘，出自

《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

异”；印度洋有骏惠海山，出自《周

颂·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

笃之”；太平洋有湛露海山群，出自

《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在彼丰

草”。多有诗意的命名！文字的味

道与蓝色的波光一起闪耀。

为 何 突 然 想 到 文 字 的 滋 味

呢？缘于《瑞安日报》的正式邀约：

瑞报复刊三十周年，请说出您与日

报的故事。我想了想，似乎没有什

么故事，却一下子想到吾如今之最

爱，确实大部分是日报滋养的。

在电大上学时，张益先生要求

学生每周须交一篇作文，一则用

于编辑《电大青年》，二则向报刊

推 荐 ，以 培 养 兴 趣 ，可 谓 用 心 良

苦！记忆最深的是我在瑞报上发

表的第一篇文章《走出脆弱的深

渊 —— 写 在 观 影 片〈白 粉 妹〉之

后》，1995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第

三版。至今剪报仍留存，署名也

特别，是瑞安电大学生谢钦巨，还

配有编后话。

当时确实震惊，我的文章也可

见报。从此我爱上了文字，这种影

响隐隐约约又清晰可见。在电大，

我大部分时间在校图书馆，私下向

师者拿到了图书馆钥匙，参与新书

购买、图书目录摘抄等，在图书馆

里翻阅了所有自己能看懂的哲学

和心理学书籍。在学校里还参加

了文学社，主编了《新青年》，颇有

收获。后在大南乡政府、市委报道

组等工作岗位上，也一直坚持写

作，在瑞报上发表了消息、通讯、随

笔、评论等数百篇文章。

如今，我基本形成两周看一二

本书，写一二篇文章的习惯。不与

文字打交道，似乎就失去了生活的

滋味。同时，想尽办法减少不必要

社交，留出时间看书写作和思考，

为 自 己 营 造 一 方 绿 色 的 心 灵 空

间。这功劳大约还要算作瑞报的。

文字的味道也是成长的味道。

一个人的生长和成长不一样，某种

意义上来说，生长是自然的，成长需

要磨砺，尤其是思想上的感悟。

这里有个小故事可以一提。

某年作为特约通讯员在瑞报一年

一度的表彰大会上发言，谁知稿子

读到第二页空白缺失，不知所措停

顿了一会，才从旁边的领导席上拿

来发言稿（会议有印发发言材料），

万分不安地读完。感觉做错了一

件大事，但这件事也让我成长，我

会更宽容地对待他人，人非圣贤孰

能无过，也会更加认真对待每一件

事。天下唯认真二字难得。

这种类似的感悟，在与《瑞安

日报》、与文字相伴过程中还有不

少，自己也慢慢成长。尤其是对文

字的探索，对生活的感悟。我也逐

渐习惯把自己的感悟，通过鄙人认

为更有高度和美感的散文和诗来

表达。也特别感谢《瑞安日报》发

表了我许多诗歌，给予莫大勇气和

鼓励。我也在《散文诗世界》《青年

文学家》《大渡河文学》《江河文学》

《经典美文》《文絮》《启明星》等文

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诗歌，

见证了一段时光里的文字之美。

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

有答案。甚幸与瑞报有缘，与书相

厚，认识生活，认识世界。

文字的味道
■谢钦巨

日前，接到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华小波的电

话，《瑞安日报》将迎来三十周年华

诞，让我写写与日报的故事。

乍一听，觉得没有更多可讲的

事情，但过后细想，发现自己与这

份报纸的缘分还真是不浅。

屈指算来，我与瑞报的缘分已

有 37 年之久。1986 年初，刚刚而

立之年的我，从东北长白山空军雷

达部队回到了家乡，在人武部政工

科当干事，具体负责政工宣传教育

等工作。从那时起，我便与瑞报结

下了不解之缘。

职责使然，我常常把人武系统

的工作，如民兵训练、整组、政治教

育、以劳养武、征兵等工作的动态

写成报道投寄给报社、电台等新闻

媒体。此后，不时有“豆腐块”见诸

报端，电视广播也常有图文声音，

领导的肯定、同事战友们的好评，

给了刚回家乡工作不久的我很大

的鼓舞。因而，我写报道的热情也

更高了。

岁月匆匆，转眼到了 1991 年，

我已担任市人武部党委委员、政工

科科长。担任领导职务之后，我仍

坚持不懈学习探索写好报道，努力

当一名称职的通讯员。日积月累，

在不断地向瑞报投稿的过程中，我

的写作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日益得

到了提高。

1994年，为了抓好青少年学生

的国防教育，人武部派我去城关一

小（现在的玉海实验小学）创办少

年军校，我多次与当时一小的潘昌

进校长、秦传光老师等一起研究，

组织学生开展国防教育和军训，并

召 开 了 隆 重 的 少 年 军 校 成 立 大

会，温州军分区及瑞安市委、市人

武部的领导参加会议。师生们穿

上绿军装，面貌一新，精神抖擞，接

受上级领导的检阅。我及时把一

小的经验做法写成文稿在《瑞安

报》刊发，在全市人武系统引起了

较好的反响，还得到了时任解放军

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的来信

肯定和鼓励。

1996年初，我调往市委宣传部

任副部长，分管新闻宣传工作，与

《瑞安报》的关系更亲近了。5 月

份，我随市文明城市考察团赴江苏

江阴、张家港等城市学习，一路走，

一路听，一路看，受益匪浅，惊呼天

外有天。回来之后，按捺不住兴奋

的心情，我一口气写了近五千字的

长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刊发在

瑞报上，许多领导和同事读后都深

受鼓舞，说如同走了一趟这些文明

城市，很受启发。

1996 年，是我参军入伍 20 周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回忆起

十年军营生活和战友情谊，心情十

分激动，连夜赶写了《难忘军营岁

月》的文章寄给了瑞报。文章见报

以后，我的老母亲无意中看到了这

篇文章，竟然老泪纵横。原来，我

在东北当兵，那个年代部队的生活

十分艰苦，冬天冰天雪地，我们在

连队常年吃的是高粱米饭和冻白

菜土豆萝卜等，每个星期日才能吃

上一顿大米饭。当兵十年，我与战

友 们 经 受 了 十 分 艰 苦 的 生 活 磨

炼。然而，为了不让父母亲人担

忧，我在家书中从未透露一个“苦”

字，只是报喜不报忧。看了这篇文

章，老母亲才知道当年我在部队生

活的真实情况。我安慰老母说，儿

子为您争气，部队艰苦的日子不都

挺过来了吗？没有艰苦生活的磨

炼，哪有今天的成绩呢？听得老人

笑逐颜开。

20多年里，我几乎形成了一个

习惯，每逢外出、学习、考察或旅游，

总要把沿途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写下

来发给《瑞安日报》，这样才算完成

了一次完美的旅行。否则的话总嫌

意犹未尽，如鲠在喉。回忆起来，我

走过的名山大川，华山、黄山、泰山、

新疆天池天山、长江、黄河、西藏那

木措，我都一一写成游记，在《瑞安

日报》上刊登，与读者分享。

我与瑞报的缘分，还因为她是

我寄托情感的载体。多年来，我的

父母及伯父、姑母等亲人先后辞

世。为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怀念之

情，我先后写了多篇回忆长辈老人

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追忆亲人的

风雨人生，对长辈给予的关爱关怀

之情表示感激，受到了同事、朋友

的一致好评。有许多同事读了我

的文章后说，很受感动和教育，亲

人的关怀、良好的家风是我们每一

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

我与瑞报的缘分不仅仅是因

为我是一名通讯员和读者，更是因

为我有9年的市委宣传部任职的经

历，我与报纸可谓是同一战壕的战

友。《瑞安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党

的宣传的主要阵地，是我做好宣传

工作的好伙伴。那些年，我常常去

报社，与大家一起商讨如何把好主

旋律，提高办报质量，为瑞安的发

展鼓与呼，为推动我市的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动力，发挥积极作用。同

时，《瑞安日报》也为我的履行职责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要感

谢报社的同志们。

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但作为

一位老宣传工作者、市慈善总会会

长，我与《瑞安日报》的情缘将会一

直延续下去。现在《瑞安日报》又

是我们宣传慈善工作的好帮手、主

阵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十多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作

为一名宣传工作者，作为一名读

者和通讯员，我与瑞报的情缘已

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血脉里，我见

证了她的成长与进步，我分享了

她的成功与喜悦，我收获了她一

直以来给我的帮助支持，我祝愿

她越办越好！

（作者：白一帆，1956年7月生，

中共党员。历任部队副政治指导

员，干事，参谋，1986 年 4 月调瑞安

县人武部，历任政工干事，办公室

主任，副政委兼政工科长。1996 年

4 月后，历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司法局局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市政协主席。2017 年 4 月退休，现

任市慈善总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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