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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流转，墨香依旧。值此《烟台日报》
创刊80周年之际，我翻阅着几本厚厚的剪
报，那熟悉的铅字油墨气息和一个个熟悉的
名字，仿佛岁月长河里的灯塔，瞬间照亮了
我记忆深处所有被文字温暖过的角落。

职业成长的阶梯

说《烟台日报》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毫
不为过。

1995年，是我喜忧参半的一年。喜的
是，我与情投意合的爱人迈入了婚姻的殿
堂；忧的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我被从一
个重要的政府部门调整到了一个刚成立的、
不太重要的事业单位，人生前途一片渺茫。

度过最初的苦闷时光后，我不得不接受
现实。但我不想沉沦，因为我还年轻。于是
我自告奋勇承担了单位办公室大量的值守
时间，而《烟台日报》便成了照亮我那段黯淡
岁月的一束光。

每天的《烟台日报》，我都认认真真地阅
读，从一版到八版，从时政要闻到文体花
絮。那时没有重点，也没有目标，我就是单
纯地想多学习，努力提升自己。

读书看报之余，我开始尝试着用笔来表
达心中的所思所想。记得我的第一篇散文
《六月麦事》，是在《烟台晚报》副刊上发表
的。文章主要描写了家乡人民在麦子收获
季节的忙碌和丰收后的喜悦。这篇短文的
发表，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真正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作品是1997
年。那年秋天，我和家人到威海刘公岛游玩
了一次，结合见到的展陈和心中感悟，我一
气呵成写了散文诗《刘公岛抒怀》，壮着胆子
投给了《烟台日报》副刊。当看到自己的名
字出现在一些仰慕已久的文坛前辈们中间
时，我心中的激动之情无以言表。那份惊
喜，就像一个在暗夜中长途跋涉的旅人，突
然见到了一盏灯火一样。

后来，我陆续在《烟台日报》和《烟台晚
报》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和随笔，引起了县委
宣传部分管新闻宣传的领导的关注，他给素
未谋面的我打来电话，询问了基本情况，给
予我鼓励，并最终在我参加统一考试重新取
得公务员资格后，将我借调到宣传部新闻科
从事宣传工作。

虽然之前有一定的文字基础，但初涉新
闻宣传工作，我的内心还是感到忐忑与惶
然。因为新闻稿件的写作方法与公文的严
谨规整，和文学作品的细腻雕琢完全不同，
是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

分管部长是深耕新闻领域多年的前辈，
在各种报刊发表了很多新闻作品，并且多次
在省市获奖。我一方面积极向分管部长学
习，在领导的带领和指导下，从最简单的简
讯学起，同时，对每天《烟台日报》头版和二
版上的重点新闻稿件进行仔细研读，细细拆
解其结构、咀嚼其语言、揣摩其节奏。

工作中，我认识了报社的很多年轻有
为的记者，把和他们的每一次接触都当成
宝贵的学习机会，学习他们如何捕捉新闻
素材，如何在采访中精准提问，如何将庞杂
的信息锻造成简洁的标题，如何让导语如
磁石般吸引目光，如何赋予事实以打动人
心的温度……

正是在分管部长和报社很多主任、记者
的精心指导下，我完成了从一个文学青年到
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转变。从豆腐块般的简
讯到消息、通讯、特写……当一篇篇署着自
己名字的作品，如同点点星火，不断在《烟台
日报》这片沃土上亮起时，那淡淡的油墨香，
便成了耕耘岁月最芬芳的馈赠。

随后的十几年间，我累计在《人民日
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大
众日报》《烟台日报》等各级党报发表了数
百篇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的稿件，并有
作品在各级新闻评选中获奖。我连续多年
获得《大众日报》《烟台日报》“优秀通讯员”
称号，连续多年被烟台市委宣传部表彰为

“全市优秀新闻宣传工作者”，职务也从新
闻干事到新闻科副科长、科长，分管新闻宣
传工作的副部长。

我深知，这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历任部
领导的帮助，离不开组织的信任，更离不开
《烟台日报》最初的引领，以及后来的扶上马
和送了一程又一程。

文学梦想的摇篮

如果说《烟台日报》的新闻版面扶我走
上了事业巅峰，那么她那方温润的副刊园
地，则是我灵魂得以舒展、文心得以涵养的
珍贵沃土。

作为一名中文系的毕业生，我的心中一
直有着一个文学梦。即便整日沉浮于新闻
稿件的海洋，奔波于各种会议与活动的现
场，宛如一颗被职责鞭挞的陀螺，但我心底
那团文学的火焰，却始终在喧嚣的尘务中幽
幽跃动，未曾熄灭。

于是，在新闻稿件与文学创作的双重轨
道上，我渐渐学会了更坚韧地行走。宣传的
历练，赋予我观察世相的敏锐；而文学的滋
养，又为我在通讯写作中注入了一丝不易察
觉的温度与光泽。它们不再是非此即彼的
割裂，反而在一种奇妙的张力中，互相支撑、
彼此成全。

于是，比别人晚睡一点、比别人早起一
点便成为了我的常态。那时，我会随意放
飞自己的思绪，倾听内心细微的震颤，描摹
那些新闻稿中无法容纳的、关于这座城市
与人心的独特印记。于是，上班路上看到
白洋河畔的垂柳一天天绿起来，就有了《春
日咏柳》；看到春天不知不觉来到身边，就
有了《走进春天》；看到现在孩子过儿童节
时的情景，就有了《童年欢歌》；联想自己两
地分居生活的种种趣事，就有了《我的双城
生活》；而一家人温馨快乐的时光，也孕育
了《简单的幸福》《简单爱》《幸福的包包》
《冬日里》等一批生活随笔。当然，这里面
也会有一些宣传家乡的文字，比如《苹果树
上的栖霞》《靓丽的“果都”名片》《牙山揽
胜》《夜宿英灵山》等。

每一篇稿子的寄出，都会埋下一颗期待
的种子。这时就不仅仅是等待着每天在《烟
台日报》上的新闻发稿了。每个周五，我迫
不及待地到大办公室去搜寻那一纸承载着
文学梦想的“半岛周刊”。虽然不是第一次
发表作品，但每次看到隐藏在众多名家中的
我的名字，那份悸动与温暖都仿佛穿透了灵
魂一般，给予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结出期待
的果实。如果某一篇习作长时间没有见报，
我便知道那一定是没有通过编辑老师的审
阅。这期间，历任副刊编辑老师给予了我太
多的指导和帮助。我忘不了那些细致入微
的修改建议：一个词语的精准替换，让表达
瞬间生辉；一处结构的巧妙调整，使逻辑豁
然贯通；一段冗余文字的果断删减，令节奏
张弛有度。他们用专业的眼光，拂去初稿的
尘埃，雕琢出更清晰、更有力的表达，让我领
悟到文字背后应有的严谨、简洁与力量。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2013年12月13日
那天的副刊，我的一篇拙作《品味优雅》与王
永福、孙德斌、安家正、于大卫等文学大家的

作品同版，并且被放在版面头条的位置。这
让我感到十分惶恐与不安，因为王永福先生
曾任烟台日报社总编辑，退休以后笔耕不
辍、大作迭出，其他几位也都是烟台文学界
的前辈，可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成长
的。我不安地打电话给编辑老师，她说没事
啊，我们就是看作品质量说话，还说王总编
专门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并夸了这篇稿
子。这让我一个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倍感汗
颜和感激，更对编辑老师这种不唯名不唯
上、公平公正、严谨负责的态度由衷敬佩。
而这份知遇、这份信任，远胜过一纸发表的
喜悦，它激励着我在文学路上一步步稚拙却
坚定地行走。

经过不懈的努力，2025年1月我成功加
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多年的文学梦想在
《烟台日报》副刊的“摇篮”里破土而出、舒展
枝叶，终于开出了稚嫩的花朵。

深厚情谊的桥

岁月无声，情谊有痕。回望与《烟台日
报》结缘的三十载春秋，最令我心头发烫、难
以忘怀的，是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是那一
份份超越工作关系的深厚情谊。

当工作中一些大型活动需要重点报道
时，从总编辑、副总编辑到部门领导，都是全
力以赴给予支持；当哪段时间发稿压力大需
要帮助时，联系的记者都是第一时间处理，
全力协调；甚至孩子上学、家人看病需要联
系学校、医院时，也会请他们帮忙，他们都是
当自家事一样毫无二话。

尤其是2005年，妻子被调到烟台工作、
孩子随着转到烟台上学后，我买的房子就位
于报社对面不足200米远的地方，这让我与
报社的联系更多起来。周末我回到烟台休
班的时候，也会经常被报社的兄弟们拉着去
小聚。随着感情的日益加深，协调工作也就
更加方便了。

记得2005年4月15日是个星期六，傍
晚的时候我正陪着孩子在海边沙滩上玩耍，
接到报社一位记者的电话，说当天下午刚刚
在北京闭幕的两岸经贸论坛宣布在大陆设
立两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其中一个就在栖霞
市的桃村镇。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他希望我
马上去报社一起加班赶稿子。

这时距离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
边打电话联系相关部门搜集资料，边紧急赶
到编辑部。材料到了以后，我们又一起起草
初稿，然后逐句逐段地修改、送值班总编审
签。虽然全部忙完回到家都快凌晨了，但看
着第二天《烟台日报》头版头条的消息还是
非常开心的。而我们一同走出报社大门，清
凉的海风拂过脸颊，那一刻的默契与温暖，
至今仍在我心间荡漾。

虽然因为年龄原因，我不再从事新闻宣
传工作了，但我还是格外关注每天的《烟台
日报》，仔细阅读重要文章。因为那一个个
熟悉的名字都是有温度的，那种并肩战斗、
同甘共苦的感情不论经过多久，都会一直在
心里，历久弥深，永远不变。

80年风雨兼程，从铅与火到光与电，从
纸间墨香到全媒传播，《烟台日报》始终以不
变的信念记录时代脉动。作为受益终身的
基层新闻工作者与文学爱好者，我将永远铭
记这片孕育梦想的沃土。

值此华诞，谨以最诚挚的祝福献给我永
远的良师益友——《烟台日报》：愿您如渤海
之潮，生生不息；愿您如烟台山灯塔，永远照
亮时代前行的航程！

（胡国锋，栖霞市政协干部，曾任栖霞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栖霞市文联主席）

我曾经在单位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宣传
工作，负责为《烟台日报》的记者提供新闻线
索和报道素材。

那时，学校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媒体开放
日活动，邀请包括《烟台日报》在内的烟台主
流媒体进校采风，商讨报道事宜。每年的秋
季校园招聘会，更是学校宣传工作的重点。
那些年，汽车工程系的“海风打工团”、机电
工程系吕翔宇同学“奋不顾身见义勇为救
火”的事迹、信息与控制工程系的“见义智为
抓小偷群体”事件以及当时较有影响的道德
典型事迹，能够被社会广泛知晓甚至一度

“火爆出圈”，都与《烟台日报》等媒体的宣传
分不开。

那些年，学校每年五月份召开的春季
运动会和实训中心的“奔驰班”“宝马班”等
订单班都是当仁不让的宣传重点。我与跑
口记者反复打磨新闻稿件的亮点，力求既

“出众”又“出彩”。正是在记者的努力下，

学校的知名度才由小变大，由早先的“藏在
深闺无人识”到“一朝蜻蜓叶上立”。这也
印证了“宣传也是生产力，更是生动的传播
力”的论断。

我还曾被《烟台日报》聘为兼职评报员，
具体时间好像是2015年。记忆中当时与我
一同被聘任为社会兼职评报员的有 50 多
人。评报制度的实施，标志着《烟台日报》在
提升新闻质量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评报
员的任务是在烟台日报社推荐和随机抽取的
《烟台日报》（也包括《烟台晚报》）版面和稿件
中，评出最喜欢的版面和稿件。我有幸参加
了几次评报工作，与其他评报员一道，对《烟
台日报》每个版面的稿件质量进行评价打分，

“品头论足”后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上午评报员的主要任务就是评报，下午

则在报社会议室里对记者谈评报意见。每
篇稿件好在哪、差在哪，评报员要面面俱到
地讲出意见来。每次评报都是对评报员的

考验。评报员提意见要精准、恰如其分，记
者才能心服口服，主动接受。台上的评报员
讲得是“一头汗”，台下的记者听得也是“一
头汗”，这在当时的震撼力不可谓不大。

评报员制度的实施，不仅对报纸的内容
及质量进行了严格的把关，还促进了烟台日
报社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成长和职业素养
的提升。

如今，即将80周岁的《烟台日报》，正站
在万亿之城的潮头上，面对报业改革的风起
云涌，面对新闻传输手段的迭代升级，与向
海图强的城市一道，沐浴着改革大潮的春
风，从春天出发，一路生花，走向丰茂的秋
天。它以向上向新的攀登，让生活在烟台这
座美丽富饶城市的人们，听到它脚步坚实的
跫音。

《烟台日报》，一路向阳，一路生花，未来
可期！
（刘宗俊，就职于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阶梯阶梯··摇摇篮篮··桥桥
——我与《烟台日报》的30年

□胡国锋

我曾是日报我曾是日报的社会评报员的社会评报员
□刘宗俊

与《烟台日报》结缘虽仅有一年，但我
对她却谢意表不完、感激道不尽，爱意浓
浓，敬佩有加！

说来话长。20多年前，我送儿子来烟
台大学报到。初来烟台，我对一切都感到
新鲜。我们乘兴观海爬山后，又想看看飞
机场。一位热心司机编造了顺道捎着我
们的理由，专程带我们前往。待我们识破
这个“善意的谎言”执意要付费时，他却
坚决拒收，并说孩子毕业后能留在烟台工
作，就是对他最好的感谢。

我们只有感激，且在感激中深深爱上
了这座山青、水秀、人美的滨海城市，同时
萌生退休后来烟台安度晚年的想法。后
来，在烟台服役的女婿转业，我说服他不
回原籍安排工作，留在烟台自谋职业。就
这样，儿女都在烟台安家，为我和老伴在
此养老打下了基础。可等老伴退休后来
给儿子照看孩子时，却遭遇水土不服，她
对烟台极不认可。当我提到将来定居烟
台时，她更是摇头拒绝。为了转变老伴的
观点，我和孩子便轮番带她出去游山玩
水，品尝美食。渐渐地，她竟认可烟台
了。尤其是在经历了三次公交车上丢包
又失而复得的事后，她终于点头应允：养
老，就在烟台了！我趁热打铁，很快便在
烟台买了房子。

庆幸之余，我把这个感人的过程写成
一篇散文，题目就叫《我和烟台有个约
定》，然后发到老家的朋友圈里。几位新
闻界的朋友看后赞叹不已：“挺好挺好！
有故事性、启迪性，正能量满满！”他们建
议我投给《烟台日报》。

我摇摇头：“咱跟编辑不熟，生人的作
品，怕是他们看也不看！”

“可以试试嘛！反正不搭啥！”朋友们
说，“你以前发表过那么多新闻稿，连《农
民日报》和《农村大众》都被你拿下，到了
烟台，还得继续嘛！”

我说：“自从常住烟台，老家就不断有
人给我提供新闻线索。由于不能现场采
访，我怕失真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没接
招。写这里的新闻吧，一是人家不熟悉
咱，有戒备心理；二是听不懂当地方言，不
好交流，采访关过不了，怎么写稿？再说，
一搁笔，也懒了！”

“那你也绝不能搁笔，可以有感而发，
写点文学的东西！”

“就是，发挥你的特长，继续与文字结
伴，过个有品位的晚年！”

“快投给《烟台日报》吧，试试看！”
就这样，在文友们的催促下，我把这

篇散文投给了《烟台日报》。
本想着不可能有“戏”，哪料，这篇文

章不仅见了报，还被编辑老师安排在《文
化周刊·悦读》版头条。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一喜讯告
诉老家的文友时，大家齐为我点赞，并说：

“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
但我深知，这主要得益于《烟台日报》

编辑老师的德艺双馨，源于他们兢兢业
业、忠于职守的担当精神和不薄新人不厚
名家、一视同仁、公正无私的品格。这使
我对编辑老师们愈加地钦佩和敬仰！

烟台山青、水秀、食佳、人美，在这种
得天独厚的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的《烟台
日报》，既是幸运儿，更是报业界的佼佼
者。这由她所取得的一项项殊荣佐证：
中国新闻奖、泰山新闻奖、首届全国新闻
技术进步推动奖、第五届中国报业技术
进步飞鹰奖、中国地市报十大品牌奖、全
国地方报社管理先进单位奖；全国报纸
印刷质量精品级报纸奖三连冠，为地级
市党报之唯一；荣获“十三五”中国报业
媒体融合优秀单位等。这些成绩的取
得，当然源于深耕和打理这片园地的工
匠式精英报人！

于我，结缘《烟台日报》，自是三生有
幸！

所以，在初战告捷后，我便时常坐下
来，将自己平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
悟写下来，待发酵后再升华成诗文，投给
心爱的《烟台日报》。这样，又相继有《烟
台瓜果》《秋趣》《咏物》《乡间之春》《感动》
和《窗口》等诗文见诸报端。

每次作品的发表，都使我对《烟台日
报》的爱更深一层。在今后的生活中，我
会幸福地牵手《烟台日报》，在触景生情、
有感而发、一吐为快中欢度“文”字号晚
年。

（张昌伦，芝罘区黄务街道新城·明昱
锦园居民）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
条路；长岛山峦本无树，历经三代人的艰
辛栽植，才有了今天的金山银山、海上仙
山、世外桃源……”

2018年3月20日，《烟台日报》发表
了我采写的《长岛的塞罕坝》。当时分管
长岛工作的烟台市委常委于永信看到报
纸后，当即打电话给长岛县委书记刘树
军，让他认真读，提出落实意见。刘树军
书记放下电话，立即让办公室田主任与我
联系。因长岛的报纸晚送一天，刘树军书
记第二天看了报纸后作了4点批示：1.认
真读，认真学习老一代的艰苦创业精神。
2.作出如何进一步做好绿化美化工作的
打算。3.加速生态精神文明馆及老海岛
事迹陈列馆的建设。4.关注老干部在写
作中的困难。

后来，于永信部长亲临长岛，与刘树
军书记作了详细研究。会议的一个议题涉
及我：“该同志是参与大绿化的老人，又是
离休干部，以他个人的名义给省委刘家义
书记写封信，述说绿化的艰辛，认证习近平
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意
义和建设长岛生态试验区的英明决策，应
该能加大省委关注长岛的力度……”随后
办公室的同志和老干部局便协助我写出了
这封信，由县委办发出。

我向报刊投稿40年，首次引发如此
轰动，令我受宠若惊。

4月9日，我又参加了五人座谈会，议
题是加快生态文明馆建设，集思广益大力
搜集老海岛事迹材料，使老海岛事迹陈列
馆的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林业、市政等有关部门都召开了专题
会议，意在全面绿化的基础上再锦上添
花，全面消灭绿化死角，如国防建设采土
采石留下的山坡。道路美化也是一大重
点。要以老一代的奋斗精神，啃下这些硬
骨头。一时间，长岛掀起了一个绿化美化
的新高潮，一级带一级撸起袖子加油干。

新一代长岛人，从历史的脚步和现
实的体味中深切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是含金量极丰的经典理念。
长岛历届县委书记、县长张延廷、刘树

军、王俊杰等，以及分管的县委常委、副
县长，在党内外自上而下、不厌其烦地大
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县
委书记亲自请来专家和各方面的代表，
共同规划、详细设计，并到一线检查督导
验证，不放过任何细节。历经几代人艰
苦卓绝的奋斗，如今的长岛是“海边垂柳
绿茵茵，山峦松柏四季青；百花绽放美如
画，鸟语花香桃花园；山清水秀海蓝蓝，
海上仙山赛江南”，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旅
游休闲示范县。

历经三年的艰苦创业，投资上亿元，
长岛建成了庄重美丽壮观的“长岛海洋生
态文明展馆及老海岛事迹陈列馆”。“长岛
塞罕坝”精神在馆中得以充分体现，以孙
运球为代表的创业人被图文并茂地一一
展现，陈列馆成了旅游观光的必选之地。

有了全面绿化美化和硬件建设的大
前提，才有了设想建设国际零碳岛的伟大
目标。

此事令我感受到，《烟台日报》不仅
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情感的纽带。我
在与《烟台日报》的共同成长中，有些感
悟和体会。

之前有一种说法，认为领导干部只看
文件、手机，不看报纸。这次的事情给我
上了一课：领导干部不仅看报，而且善于
通过报纸指导工作。

也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只关注专业
媒体对中心工作和重大项目的报道，对
业余作者写的小文章不屑一顾。这次领
导对我所写文章的重视，使我感激涕
零。刘树军书记亲自来看望我，他对我
说：“这些年您写的文章，我都看过。您
是从正面看待问题的，因而传递的是正
能量，给读者带去了好心情。”这是县委
对我的最中肯的评价。

自1988年起，我在《烟台日报》共计
发表了5万多字的文稿，令我喜出望外的
是，2025年1月，我有幸加入了山东省作
协。这些收获，离不开《烟台日报》编辑、
记者对我的关心和引导，在此致以衷心
感谢！

（马永昆，离休干部）

日报日报成就了我的晚年成就了我的晚年
□马永昆

道不尽的感激和敬佩道不尽的感激和敬佩
□张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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