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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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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在豫东
平原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农闲之时，照顾着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做一
些小生意，贴补家用，但我特别热爱读书。从
十多岁辍学开始，30年如一日，每天见缝插
针地读书，中外文学名著、心理学、哲学……
读了很多书后，我开始写作。一篇又一篇文
章，陆续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我是不幸
的，小的时候，因为贫穷辍学。我又是幸运的，
长大后，遇见了一个书香四溢的时代！读书，
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先后走进多家媒体从事
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还成为河南省作家协
会会员。

2022年，我成为第十一届永城市政协委
员。有人说，成为政协委员是对个人的一种认
可，至少说明你在某些领域是出类拔萃的，是
很优秀的。也有人说，成为政协委员就拥有了
一份崇高的政治荣誉。做政协委员的意义究
竟是什么？我深深地思索着。

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知
道自己从此将拥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我需要
加强学习，努力成为一个“懂政协、会协商、善
议政”的学习型政协委员，而《人民政协报》就
是广大政协委员履职路上的“指南针”。作为
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的人，做到这些
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履
职中去。

我每天睡醒，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
用手机阅读当天的《人民政协报》。刚刚成为
政协委员的时候，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一页
一页几乎阅读了《人民政协报》最近 3年报

道的主要内容。通过阅读
《人民政协报》，我对政协
委员这个身份有了更深的
了解，加上实地调研，2022
年，我撰写了多件涉及群

众关切的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
目前，豫东地区外出打工依然是许多年轻

人和中年男子的主要生存方式。许多留守老人
不仅平时孤独寂寞，突发疾病还会因为无人发
现小则耽误就医、大则伤命。许多儿童不得不跟
着母亲或者爷爷奶奶等其他监护人生活，虽然
表面看也有完整的家庭，但常年“心中无爱”不
能及时得到父母共同的陪伴、滋养、教育，极容
易出现叛逆、自卑、自闭等症状，严重影响青少
年身心健康发展。留守妇女上要养老、下要养
小，精神孤立无援。为此，我撰写了《关于建立农
村“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的提案，建议有关部
门联合协作，并发动公益机构、爱心人士，一起
建立完整、有效、有力的关爱体制；开展关爱活
动，保障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身心
健康和合法权益，让他们在遇见困难时有人帮
助、有心理问题时有人疏导；提高基层群众生活
幸福指数，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学习《人民政协报》，我的政治格局得
到了很大提升。我还提交了《关于加强建设、规
范管理公共读书场所的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加
强建设、规范管理群众读书的场所，继续为全民
阅读提供支持和保障。2022年市两会期间和会
后，我个人共提交6件提案、2篇社情民意信息。

在河南省商丘市政协开展的“喜迎二十
大 书香伴我行”主题征文活动中，我的文章
《当书香邂逅政协》喜获一等奖。这都是《人民
政协报》的功劳，每天认真阅读《人民政协报》，
让我对委员履职、委员读书，有了独特而深刻
的认识。

一届委员缘，一生政协情。余生，《人民政协
报》不仅会是我履职路上的“指南针”，也会是我
人生路上的伴行者。我会继续提高自己、丰富自
己、积极建言献策，为国尽职、为民尽责。

（作者系第十一届河南永城市政协委员、河
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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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娜

我与《人民政协报》结缘已有20余个年头，作
为她的忠实读者和朋友，我打心眼里替她高兴，为她
喝彩。

1999年初冬，我在家人的护送中离开了故乡应
征入伍。临行前，钟爱《人民政协报》的父亲拿出他
精心装订的《人民政协报》合订本放进我的背包，我
知道不善言辞的父亲送我的“礼物”寓意深远，想让
我在部队多学习，多掌握知识，力争早日立功受奖。

新兵生活结束后，我被分到营部负责新闻报道工
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连队储藏室里翻出《人民
政协报》合订本，便好奇地翻了翻，没想到一下子就
被各类文章所吸引。于是，我利用休息时间捧着一大

摞往期的《人民政
协报》，接连看了
一个月，大饱眼
福，获益匪浅。我
喜欢 《人民政协
报》，因为她思想
深刻、朴实无华。
端庄的版面、富有
内涵的栏目、切实
的内容、严谨的逻
辑，构成了报纸可
贵的品格。没有华
丽辞藻、浓妆艳
抹，没有急功近
利、哗众取宠，是
那样的淡泊平实，
就像落花生，越嚼

越香，其味悠长且持久，给人印象深刻。
我所在的连队距离驻地县城很远，也很偏僻，生

活条件非常艰苦。但这也给我提供了更充裕的时间来
细细品味《人民政协报》，遨游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渐渐地，《人民政协报》成了我亲密无间的“战友”。

正因为如此，《人民政协报》每个栏目的特点我
都熟记于心，使我逐渐对新闻定义、特点、分类、写
作技巧的常识有了初步的了解，每一张《人民政协
报》上的文章都会被我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读完，
遇到精彩的段落、句子我还会随手摘抄下来，作为写
作的资料。在《人民政协报》的启发下，我开始了

“爬格子”的尝试。
冬去春来，几经寒暑。在《人民政协报》的启蒙

影响和帮助熏陶下，我写作的视角逐步拓宽。部队
服役期间，我在军队和地方报纸上发表新闻稿件
300余篇，因新闻报道成绩突出立功受奖，被原济
南军区和河南省军区表彰为“岗位成才标兵”和

“新闻报道先进个人”。同时，还被6家报纸、杂志聘
为特约通讯员。

取得这点成绩，与我长期阅读《人民政协报》分
不开。《人民政协报》不但圆了我的思乡梦，而且还
是助我成长的“隐形翅膀”。

朋友聚了，散了，只有一个身影永远不变，那就
是您，每天相伴的《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报》于我而言，犹是天边飘过的故乡
云，有一种亲切感，就像一轮明月、一轮太阳、一杯
香茶、一杯醇酒……

（作者系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胜利路中段市公安
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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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红

“不懂，不会，就要想尽一切
办法去学。”老领导将一份《人民
政协报》塞到我手里，给我工作建
议，也让我与《人民政协报》结下
不解之缘。

那是2020年 6月，我从交通部
门调入民盟四川遂宁市委会，第一
次接触到调研、参政议政工作，心中
有些困惑，本想和一位退休老领导
倾诉，结果话还没说出口，就有了开
头的那一幕。当时，我盯着手里的报
纸，半晌没说话，只感觉脸都红到了
耳根，他才缓缓开口：“知道你想说
什么，但是，只有克服困难才会进
步。”后来，每当我遇到阻碍，这句话
就会回荡在耳边。

《人民政协报》也成了我必读的
报纸。它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还登载了调研工作经
验、信息写作方法，以及最新的社会
热点评论，这对我开展调研工作和
撰写参政议政文章，丰富思路、开拓
视野，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人民政协报》是我工作的启
蒙老师。我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
被全国政协采纳，就与《人民政协
报》 密不可分。2021年，拐卖儿
童的报道屡屡出现，电影《失孤》
再次在律师界引起热议，买方是否
有法律责任成为社会焦点，《人民
政协报》 及时抓住热点，作出回
应，在社会法治版刊登了一篇讨论
拐卖儿童问题的专访。我立即查阅
法律法规，了解各地拐卖儿童的案
件，撰写了 《拐卖儿童“买卖同
罪”，需提高“买方”处罚标准》
的建议。后来，得知被全国政协采
纳，我激动了一整夜。

关于如何在广大盟员中做好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的工作，《人民政协
报》民意周刊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也
尝试着将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改编
以后投稿，本以为自己既不是专家
教授，也不是知名学者，可能会石沉
大海，没想到有一天，突然看到了
自己的名字，还以为是自己眼花，赶

紧转发给老领导，他发来语音：“现在
干得不错，还要继续努力。”

正是《人民政协报》一次次指引
我、帮助我、鼓励我，让我相信，努
力就一定会有收获，看到很多政协委
员的建议获得高层采纳，甚至转化为
政策，也让我更加相信，人生的价值
与意义就在于你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
多少贡献，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既是
责任也是义务。

《人民政协报》从生活上也给予
了我滋养。周末闲暇时光，泡一杯
茶，看看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有时
候就跟着写上一篇，朋友鼓励说：

“你就投稿 《人民政协报》 试一试
吧。”我笑着说：“那不行，火候不
够。”他有点着急地说：“那你先投其
他杂志报纸，练练火候。”一来二
去，没想到还真的发表了，但我始终
愿意把《人民政协报》放在最后，始
终保持谦虚的心态，静静获得滋养，
把它当作是文学路上永远的高峰。

如今，不管是工作思路、生活写
作等，只要有人问起，怎么干、怎么
做、怎么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推荐
《人民政协报》，翻阅到好的工作经
验，我还会拍照保留。有一天，一位
政协委员和我探讨成立委员工作室的
事情，我就把《人民政协报》看到的
典型案例讲给他听，他惊讶地说：

“你‘鬼点子’真多，怎么想到的？”
我笑着说：“看报纸呀。”他一脸不
信，直到我翻出《人民政协报》的照
片，他才恍然大悟。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于我而
言，《人民政协报》就是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前行的路，给予我惊喜，
给予我期望，给予我力量。在 《人
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之际，相信
无数像我一样的读者，由衷感谢您
们的付出与帮助，同时，我也将坚持
不懈，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应有
的贡献。

（作者系民盟四川遂宁市委会宣
传调研参政议政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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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捧读《人民政协报》，如同与
老友聊天，那清雅的墨香、满满的地
气以及浓浓的烟火味，让我备感惬意
和温暖。

2017年初，我换岗履新江苏省张
家港市政协副主席。为尽快适应岗位，
我第一天上班，便请办公室同事找一些
有关政协工作的文件材料让我研读。同
事抱来一沓文件材料的同时，顺手给我
递上一份当日的《人民政协报》。我随
即打开，稍稍浏览，顿觉报纸版面大
气，文题醒目，文笔洗练，内容丰富。
一时沉浸其中，读完了报纸上的每一篇
文章。

自此初遇，喜结良缘。我请办公室
同事帮我增订了一份 《人民政协报》。

在我看来，《人民政协报》虽说是一份
极具政策性、思想性、理论性、权威性
的报纸，却颇接地气。几乎每一篇文
章，都贯穿着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几乎每一篇文章，
都浸润着“人民至上”的理念——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民政协报》要闻版的文章，大
多登载基层政协的创新实践；评论版的
文章，大多从群众身边的小事入手，有
理有据，论述精辟；《民意周刊》上的
文章，大多反映的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小事、难事；《文化周刊》上的文
章，文风朴实，耐人回味，直抵读者内
心，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春秋周
刊》上的文章，穿越历史，意味隽永，

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教
育周刊》上的文章，贴近教育实际，直
指弊端，把脉问诊……《人民政协报》
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坚持

“立足统战，面向社会”的办报方针，
紧跟时代步伐，紧扣中心大局，紧贴基
层实际，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政协故
事，把人民记在心中，把文章写在祖国
辽阔的大地上，彰显了鲜明的办报特
色，不愧为一份接地气、平民化、高品
位、权威性的大报、好报。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与
《人民政协报》牵手三四个月后，我发
挥自己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熟知基层
实际情况的优势，尝试着写一些评论
类、民情类、散文类的文章，向《人民

政协报》投稿，竟然屡获选用。
自 2017 年 5 月至今，我以“丁

东”为笔名，在《人民政协报》刊文近
30篇。每发一文，我便分享到微信朋
友圈。尤其是 《亦说“忙得像政协一
样”》《让更多优秀的人才愿意做教
师》《秦振华当年的口头禅》《不要让群
众的诉求“没有下文”》《春来碧螺
香》《念好“实事求是”的真经》《“双
减”落地还需学校给力》《用好干部队
伍中的老实人》 等文章，深受读者好
评。有关“城区道路隔离栏太多”的社
情民意信息，引发许多读者共鸣，就连
远在新疆的大学同学都给我来电说“你
反映的问题非常现实”。接连在《人民
政协报》发表文章，让我更深刻体悟到

了一名政协委员肩负的职责与使命。
在投稿、改稿、校稿的过程中，我

有幸结识了《人民政协报》的三四位编
辑。他们不唯名家、待人以诚、敬业专
业、务实进取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
至深的美好印象。有一次，已是深夜十
一点了，我接到一位编辑的来电。在白
天文章清样已校对好几遍的情况下，她
突然发现有一处表述不甚清晰，稍有歧
义，向我征询修改意见。她不放过任何
一丝瑕疵、敬业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
态度，令我感动。有他们这样一群充满
朝气、接着地气、无私奉献、奋发进取
的报界精英，《人民政协报》什么样的
彼岸不能到达？

数年与 《人民政协报》 相知、相
守，《人民政协报》犹如一轮暖阳、一
片浓荫、一处驿站，温暖了我的生活，
开阔了我的眼界，提升了我的格局，赋
予了我人生更多的意义。感谢《人民政
协报》，感谢她的陪伴，感谢她的力
量，感谢她时刻提醒我，什么时候都不
要忘了曾经的起点和走过的路。

（作者系江苏省张家港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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