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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前，我于 1991 年间拍摄过
一张照片，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
重同志与另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先
生在交谈。看过这张照片的人，大多会将
视线停留在左下角：这的确是王任重同
志晚年所使用的随身茶杯，看似再简陋
不过，却令人难忘。

这是一只“废物利用”的茶杯。它的
前生，本应是一个玻璃质的水果罐头瓶
子。水果吃掉了，瓶子不忍丢弃，于是演
化成为他的日常茶杯。

尤其令人叹服的是，那个十分精美
的茶杯套，纯手工钩织，图案复杂，花色
繁多，堪称巧夺天工。在那一针一线间，
编织出一缕缕人间温情，依旧能从照片
上散发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不久前，报
社的一个女孩子曾看到了这张照片，瞪
大了眼睛，叹为惊奇：“哎呀，这个杯套钩
得太讲究了，简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现如今，怕是再没人能有这种女红本事
啦！”可在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物
资贫乏，大家的收入都有限，社会上很多

女同志都热衷在家编织这样的手工艺
品。我家邻居是一位下岗女工，我曾亲眼
见过她为亲人编织过这种茶杯套，既省
钱，又实用，还美观。

今天再来端详王任重同志的这只茶
杯，我们不难感受到他的家人对他的深
情厚爱，同时，也能感受到作为老一辈革
命家的王任重同志简朴、随和的生活态
度，以及那种与普通群众紧密相连的生
活情操。当然，他的亲民作风随处可见，
我本人还亲身体验过。

我是1989年底来到《人民政协报》
当记者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时常能见
到王任重同志。曾是国务院副总理的王
任重，于 1988 年 3 月当选全国政协副
主席。

记得有一次，我骑车去全国政协礼
堂采访，因为去得比较早，人又比较累，
就打算去小会议室小憩一下。推开门来，
见到了王任重副主席已经坐在里面，本
想退出，不料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叫我坐
在他边上的空椅子上。

他跟我唠嗑，问我是哪里人、孩子多
大了等家常话题。那种态度和表情，极似
和蔼的邻居大爷。我那时才20多岁，而
他已是70多岁的副国级国家领导人。这
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家，却意外地在
1992年3月16日因突发心脏病辞世，享
年75岁，真是令人痛心。屈武先生也是
在同年的6月13日逝世的，享年94岁。
他俩的这张合影，或许是二老生前的最
后一次合影吧。

这张照片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摆放在桌子上的《人民政协报》，人手一
份。那时的《人民政协报》刚创刊没几年，
还是周二刊（每周二、五出版），报社员工
总共也只有三五十位。每逢全国政协举
行重要会议，同事们就会把最新出版的
报纸送到桌上。与会者便利用会议间歇，
津津有味地阅读。这其实是报社当年的
一种宣传方式。

这张照片的发现，是在王任重同志
逝世11年之后的2003年。因为工作调
动，我自报社的主楼搬去了西楼办公，从

一堆自己拍摄的旧照片里发现了这一张。
可是，我已经记不得它的拍摄具体时间和
活动背景，只得在照片背后写道：“王任重
与屈武。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91年。查
一下报纸就知道具体背景了。”结果工作一
忙，完全忘记了查阅报纸这档事，一晃又是
20年。

近日，年近花甲的我也准备退休了，开

始清理办公室。突然又翻检出这张照片，于
是跑去资料室，翻阅当年的旧报纸，终于确
定这张照片未曾发表，更显出了它的珍贵。
我在资料室查到的，是1990年3月22日王
任重同志参加全国两会中共小组（一组）讨
论会上的全景照片，他桌前摆放的就是这
只茶杯。

（作者系人民政协报社社史办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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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是全国政协机关
报，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在学术、
文化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对
于作者来说，一生中能在《人民政协
报》发表一篇文章，已经是一件让人
心满意足、值得骄傲的事情了。而不
才如我，在近4年来已发表了6篇文
章，承蒙垂爱，深感荣幸！值此《人
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之际，谨致
以最美好的祝愿！

我与《人民政协报》开始有实质
性接触，是在2018年。当年7月21
日，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黑龙江省
政协原副主席李敏同志不幸逝世，我
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十分
悲痛，很快就写了《用生命谱写的抗
联赞歌》一文，并将文稿给了《人民
政协报》。2016年9月18日，是“九
一八”事变85周年，国家图书馆举
办活动，邀请时年93岁的李敏同志
来北京参加活动。这天，正好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馆藏文献展在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我和几位同事
陪同李敏同志和其他几位抗联老战士
及其家属去观展。一路上我搀扶着李
敏同志，她不停地给我讲述当年抗联
的一些故事，时不时地唱抗联歌曲，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要带她去乘
电梯，她却坚持从台阶上去。端赖编
辑精心安排，拙作于当年8月2日发
表。文章发表后，人民网、中国共产

党新闻网等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2019 年 11 月 14 日 ， 我 写 的
《内蒙古骑兵一师的两任达斡尔族师
长》一文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写
这篇文章，除了追忆骑兵一师的辉煌
历史，讲述为人淡忘的鲜活故事，其
实我还有一个私心，就是第一任师长
莫德尔图 （郭东部） 是内人的外公。
由于他的事迹史书记载甚少，家里的
老人也语焉不详，作为一名史学工作
者，我感觉到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要留住历史。这篇文章发表后，人民
网历史频道、党史频道以及多家主流
媒体转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在当
地少数民族群众中广为传播。

2020年秋冬，我采访了1935年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亲历者朱世
英老人。当时，她已经是103岁高龄
了。由于疫情原因，采访只进行了3
次，没有完成预期目标。尽管如此，
朱老仍为我们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
故事。2021年 3月 25日，朱老不幸
病逝。我写的纪念文章《朱世英：在
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和成长》于4月
2日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又有许
多媒体转载。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
章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转载
后，有多地纪检部门网站转发。

2022年，我又有3篇文章在《人
民政协报》发表，可以说创下自己的
一个纪录，分别是《人类早期文明的
精神追求》（11月10日）、《美索不
达米亚的文物故事》（11月17日）、
《在困境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记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台湾省籍学
者陈鼓应先生》（12 月 31 日）。其
中，前两篇实际上是一篇，因版面原

因分拆的。陈鼓应先生是国际著名道
家文化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
士，得到过邓小平、邓颖超、杨尚昆
等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

几年来，我除了写文章，自己也
在不知不觉中成了 《人民政协报》 的
一名忠实读者，尤其是《春秋周刊》《文
化周刊》《学术家园》等，更是我平时最
为关注的。这当然是因为我的职业和兴
趣。另一方面，翻开历史画卷，记录时
代华章，思考现实人生，助力文化复
兴，也是人们普遍关注、必须担负的重
大使命。40年来，《人民政协报》在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祖
国和平统一、繁荣学术文化方面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人们了解
历史、传承文明、展望未来的一个重要
窗口。《人民政协报》的影响力有目共
睹，功在史册！

回首往事，四十年沧桑巨变，筚路
蓝缕，灿烂辉煌；展望未来，数千年文
明传承，任重道远，积厚流光。书不尽
言，兹以《桂枝香》词作为结尾。

书写时代华章书写时代华章 开创伟业新境开创伟业新境
全根先

200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安徽宿州市
政协工作。上班第一天，通信员把一沓报纸
送到办公室，我打开一看，一排醒目的文字
映入眼帘——《人民政协报》，当仔细阅读
以后，深深被这份厚重的“文化大餐”所吸
引，在这里传递党的声音和人民政协事业
发展历程；在这里了解经济、社会、民生、教
育、健康等丰富的知识；在这里学到全国各
地政协新鲜的经验和做法。

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人民政协报》忠
实的读者并结下“不解之缘”。在久而久之的
阅读中，我的内心深处开始萌发一种跃跃欲
试的冲动，要以《人民政协报》为范文，学习
新闻和理论方面的写作。写作之初，投稿、退
稿、再投、屡退屡写、锲而不舍，不断总结写

作的特点、规律、新闻点的捕捉和语言的运
用，就这样一直没有气馁并坚持着。

我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伴随着
政协工作点滴积累并逐渐付诸报端，数十
篇新闻报道跃然在《人民政协报》上，曾经
连续5年报道宿州市政协全会的盛况，并
在《人民政协报》通讯员QQ群与全国各地
政协“同行们”畅谈感受和心得，心情异常
激动。

1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珍藏着那一
张张见证我成长并保持清香“温度”的报
纸，我至今还感恩报纸编辑老师们对我的
支持帮助和厚爱，他们所传递的那份温情
将永远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如果说《人民政协报》启迪和打开了我
写作的大门，那么，编辑部这个大家庭的成
员以他们的真诚和热情给予我极大鼓励和

信心。是他们引领着我，让我在“人民政协”的
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是他们给予的关
爱，让我这棵无名的小草在文化乐园里茁壮
成长。我不会忘记，乌云斯琴老师曾给我的点
评，她对主题的挖掘、结构的布局、逻辑的推
敲特别是质朴文风的培养，都让我受益匪浅。
还有几位老师都以他们文人的气质和温文尔
雅的风度，一路潜移默化对我传帮带，让我难
以忘怀。他们的勤奋好学和谦虚热情，他们对
政协事业的专注和对生活的乐观向上，他们
对朋友尤其是对读者的真诚和友情，对我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有人说：读报是一种穿越，也是一种修
行。之前我并不理解，但随着读报的厚度和阅
历深度叠加，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和新的启迪。《人民政协报》像一盏明灯照亮
我前行的路，让我越读心里越明，越理心里越
清，越看心里越亮，报香伴着激情，步伐也愈
发轻盈。

正是有了这样的沉淀和积累之后，我在
政协工作中开阔了视野、拓展了工作思路，
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政协人，及早转变进
入政协角色、熟悉岗位业务，不断增强干好
本职工作的本领。透过《人民政协报》这份厚
重的字里行间，我汲取丰厚的养分、开启智
慧思维、坚守人生理想。我始终怀着感恩的
心回望这条路，通过坚持不懈的执着与追
求，时刻勉励自己，一定要始终如一用心用
情读好《人民政协报》，要像人民政协事业的
前辈们那样去接力、去传承、去奉献、去热爱
我们可爱的事业。

（作者系安徽省宿州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

人民政协报伴我一路前行人民政协报伴我一路前行
魏指挥

作为一个写作者，文章被转载是
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说明你的文章有
一定的独到之处。在2005年，我发表
在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曾被
《新华文摘》转载过，那一期的《新华
文摘》我还一直收藏在家里。后来写
作，文章就很少有被转载的了。这事
儿，可遇不可求。

2019年6月，我转岗到了民进江
苏常州市委会机关工作，承担宣传报
道任务。于是，政协、党派类的报刊又
进入了我的视野，《人民政协报》从此
走进了我的生活。

作为民进会员，学习宣传会史
知识是我的责任。学习会史，重要
的是学习民进历史上一些先辈的事
迹，像马叙伦、赵朴初、叶圣陶等
先贤一直是我景仰的对象。我广泛
收集他们在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的一些小故事，不仅经常向
会员讲述，还写成小文章，向《人
民政协报》投稿。《人民政协报》也
经常刊发我的文章，文章发表后，
我总是第一时间转发到我们常州民

进 会 员 的 微 信 群
里，供会员学习参
考。

有一次到无锡灵山大
佛景区参观，事前我查阅了
一些资料，了解灵山大佛建
成的一些历史情况，发现为
建大佛像，赵朴初先生出了
很大的力。但后来在决定佛
像叫什么名字时，赵朴初先
生说过这样的话：“佛菩萨
是信众立起来，多数老百姓
怎么称呼就叫什么名字，无
须我个人定夺。”当他听说
多数人都叫灵山大佛时，开
心地说这个名字好，于是郑
重地写下“灵山大佛”4 个

字。这是一件小事，但充分体现了赵
朴初先生的民主思想。对此事，我深
有感触，写成小文《赵朴初不“做
主”》，发表在2021年4月8日的《人
民政协报》第11版上。没想到时间
不长，一个朋友告诉我，我有一篇文
章被《中国剪报》转载了，朋友还将
《中国剪报》捎给了我，我一看，是当
年5月3日的。

接下来，我又有一篇发表在《人
民政协报》上的文章被大报转载。外
地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朋友在微信
里给我发来今年1月9日《学习时
报》电子版，一篇文章题目是《李大
钊的墓碑》，我一看，这不是我写的
文章吗？

事情是这样的，到民进常州市
委会机关工作之前，我在中共常州
市委党史工委工作过，我热衷于研
究党史人物，现在我还兼任常州市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
任、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会员、常州
市名人研究会董亦湘研究委员会副
会长等职。我经常写一些有关党史
方面的论文，也多次获奖。短文《李
大钊的墓碑》就是多方搜集材料写
成的，发表在2022年12月8日《人

民政协报》上。
非常感谢《人民政协报》。如果说我那两

篇被转载的文章是两朵鲜花的话，那么《人
民政协报》就是供鲜花成长的坚实的大地。
没有大地的奉献，哪有鲜花四处绽放呢？

最近又发现，凡我发表于《人民政协报》
上有关民进先辈的文章，都被民进中央网站
民进网转载了，如《赵朴初的节俭》《赵朴初
诗贺<新民晚报>复刊》《郑振铎的骨气》《郑
振铎的文物情》等，莫不如此，这对我又是一
个很大的激励。

《人民政协报》，你我同携手，共同走在
美好的春天里！
（作者系民进江苏常州市委会组宣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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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 4月 6日，是人民政协报
创刊40周年的日子。40年来，我们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忠实地记录和报
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民
主政治进程；40年来，我们得到了各
级政协统战组织、民主党派及工商
联和广大政协委员的鼎力支持，结
下了深厚友谊，留下了无数感人故
事。

在喜迎创刊 40 周年之际，我们
特举办“我与人民政协报同行”征文
活动，期待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讲
述与人民政协报的难忘故事，一同
回望过去，擘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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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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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行

1991年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屈武同志在交谈。 孙炜 摄

春回报庆。正疫病渐微，黎
庶奔竞。

南北东西踏遍，暗香疏影。
神州万里山河壮，百年来、

于斯为盛。
顿开风气，英雄辈出，汗青

彪炳。
忆往昔、寻踪觅径。看今日

谁人，方向标领。
兴复征程，勇往直前驱骋。
披荆斩棘开天地，睦邻安邦

辟新境。
云烟如画，阳光明媚，碧波

千顷。

2023年2月16日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
馆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
务理事）

桂枝香
贺《人民政协报》创刊四十周年

全根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姜贵东姜贵东 摄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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