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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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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人民政协报》将迎来
创刊创刊4040周年华诞周年华诞，，十余年来我十余年来我
与报社编辑记者往来的那些往事
又忆上心头。

2008年，我成为第十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在这届政协会上，我
递交的第一件提案，就是呼吁国
歌立法。后来10年履职路，作为
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持续不断
呼吁这件事。让我欣慰的是，在我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最后一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上获表决通过，我的那件
历经10年完善和打磨的政协提
案，也被评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
优秀提案。这件事能够圆满，有我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积极发声、
呼吁，也离不开报社多位编辑、记
者帮助我一起鼓与呼。10年中，
他们带着对国歌和国家民族同样
的爱，与我一起见证了把规范使
用国歌纳入国家立法层面。

在这之后，我持续在做有关
国歌在不同历史时期故事的宣
讲，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民众了
知我们国歌背后的精神，希望让
孩子们从小会唱国歌，并传承国
歌蕴含的民族精神。目前这一主
题的讲座，我在全国各地开办了
200余场。难能可贵的是，我并
没有主动联系，报社记者闻知我
在做这件事，主动联系我，持续
跟踪报道，这一过程也让我感受
到人民政协报社记者的专业性和
新闻职业精神。

在写下这篇回忆小文时，我
又翻看了十余年来在《人民政协
报》上发表的文章，有十余篇。
这里面既有回忆我推动国歌立法
心路的《十年立法路 一生国歌
情》《唱出国之精气神》这样的
大块文章，也有我作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乐团常任指挥期间，参
与党和国家很多重大活动时的心

路故事，比如 《为祖国奏凯歌》
《向祖国交一份完美的答卷》《见证
国之大典》，还有回忆我父亲、母
亲的文章《写给爸爸的信》《妈妈
的鹅蛋》 以及悼念袁隆平先生的
《痛别“稻神爷”》。这些文章源于
我心中一股情感的流淌和涌动，因
为报社编辑的一次次约稿，我对亲
人、师长的这些回忆长久留存了下
来。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些文章还
感动了无数人。文章发表后，我不
仅收到委员朋友、圈内同仁的反
馈，还有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他
们让我感受到自己这么多年秉承
的、努力所做的事，都源于对家
国、亲人真诚、朴素的爱，能够被
大家理解。

十余年来，我与报社的互动还
因我受报社之邀，作为特邀委员记
者者，，拿起镜头和笔拿起镜头和笔，，记录了我亲历记录了我亲历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庆
祝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等国家重大纪念活动
的现场。我的这些文字和照片被报
社选用后，得到不少读者的点赞。
这让我有点意外，自己退而不休，
不仅在专业领域，在日常爱好——
摄影方面也还有用武之地！

有幸作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认真履职，推动了如国歌立法这
样的大事，同时因为委员身份，我有
幸与《人民政协报》的编辑记者结
识，让我有机会把自己所思所想，分
享给更多的人，想想这也是我作为
政协委员额外的收获。一届政协委
员、一生政协情怀。我愿与人民政协
报人携手同行。值此《人民政协报》
创刊4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祝愿报
社越办越好，成为更多委员和读者
了解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益友！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团原团长）

结缘报社结缘报社
让我作为委员更有力量让我作为委员更有力量

于海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我
与 《人民政协报》 已结缘 32 年。
她陪伴我从青涩到成熟，度过了
人生的风雨坎坷，迎来了收获的
季节。

1991年10月，我因在鄄城县
人民广播电台接连发表了几篇

“豆腐块”式的新闻稿，被旧城镇
人民政府聘为专职新闻报道员。初
来乍到，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新闻
写作水平，办公室里的报纸杂志成
为我学习新闻写作方法的首选教
材。一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全
神贯注地阅读报纸，时任旧城镇政
协办公室主任的李传德来到我身
边，他鼓励我要多读书、多看报、勤
动笔，并建议我多关注《人民政协
报》等专业报纸杂志，这样才能不
断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拓展自己
的写作思路。

起初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翻找出 《人民政协报》 来阅读
的，没承想匆匆浏览几眼，就让
我对她顿生“相见恨晚”的感
觉。自此，我便与 《人民政协
报》结下了一生的“不了情”。每
次投递员送来报纸，我都会迫不
及待地找出《人民政协报》，从头
到尾看个遍，哪怕是一篇几十字
的短消息也不肯放过短消息也不肯放过。。倘若没有倘若没有
对政协报的长期学习和认真研对政协报的长期学习和认真研
读读，，对人民对人民政协几乎是一无所知
的我，就不能深刻认识到人民政

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的职能，更不能全面了解到人
民政协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
治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我的新
闻写作之路也不会走得这么顺畅。

2004 年 8 月，我因新闻写作
成绩突出，被选调到鄄城县交通
局办公室工作，专职从事文秘、
文明创建、新闻宣传和信息调研
工作，每年的政协提案办理答复办理答复
工作成为我的分内之事工作成为我的分内之事，《，《人民政人民政
协报协报》》 成为我须臾也离不了的成为我须臾也离不了的

“良师”和“益友”。特别是报纸
报道基层政协委员模范事迹的人
物通讯稿件，我更是百读不厌，
爱不释手。读多了，看多了，我
也“比葫芦画瓢”地写了反映政
协委员先进事迹的人物通讯，未
曾想第一篇就被政协山东省委员
会主办的 《联合日报》 采用。在
交通运输局工作的这些年，我多
次被省、市、县等相关部门评为

“提案办理工作先进个人”和“新
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我心里很
清楚，这里面都凝结着 《人民政

协报》 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实实在
在的帮助。

2022年12月，我被增补为县
政协委员，并出席了政协第十一届
鄄城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还被授
予“2022 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我深知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要真正做到懂
政协、会协商、善议政，见真言、
献良策、添动力，就更加需要认真
学习和深入研读 《人民政协报》，
因为她在忠实地记录和报道着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建设的进程和业绩，以及各级政协
统战组织、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广
大政协委员的工作经验、典型做法
和特色亮点。

在 《人民政协报》 即将迎来
创刊40周年之际，回忆与她结缘
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我心潮
起伏，感慨万千：“ 《人民政协
报》 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我工
作和生活中的指路明灯。”

（作者系山东省鄄城县政协委
员、县交通运输局党建办主任）

我永远的良师益友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陈正国

报纸被誉为“散装的百科全
书”，多年来，以集报为乐，极大
地 充 实 了 我 的 业 余 文 化 生 活 。
2003 年 9 月，我应邀出席了在山
东临沂举行的第八届全国集报发
展研讨会，首次见到了全国各地
集报代表300余人。第二天，“东
道主”冯建设为大家赠送了 《人
民政协报》，500余份报纸，数分
钟被报友争抢一空，我有幸得到
弥足珍贵的两份，高兴得像个孩
子般欢呼雀跃。

回 兰 后 ， 我 被 其 丰 富 的 内
容和与众不同的版式设计深深
吸引住。可仅凭两份 《人民政
协报》 怎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
呢？“断顿”的日子总是寂寞难
耐。为了读到更多的 《人民政
协报》，我去了区政协办公室，
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很是热
心，帮我在一厚摞报纸中找到
了 50 余份，满足了我的阅读需

求，由于经常去找报纸，我们
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为了便于阅读，我把副刊上
的美文剪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
在 《报海拾贝》 上。闲暇之余，
一杯香茗，一本 《报海拾贝》，
就可让我度过快乐的一整天。好
文章与大家分享，我还把 《报海
拾贝》 推荐给区图书馆和妇联，
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我也结
交了许多文朋诗友。在他们的影
响下，我重新拾捡起丢弃多年的
纸 笔 ， 试 着 写 了 一 篇 “ 豆 腐
块”，没想到居然发表了，我信
心倍增，依旧坚持学习 《人民政
协报》 上的美文。

为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50 周
年，《人民政协报》 于 1999 年 9
月 28 日推出一份丝绸珍藏版 ，
共分为八个版，采用天然蚕丝
和现代先进工艺制成，图文并
茂，创意独特，做工考究，著

名 书 法 家 韩 美 林 为 珍 藏 版 题
名，是广大集报爱好者难得的
收藏珍品。得到消息后，我立
即 致 电 在 京 报 友 李 长 胜 ， 他
说，自己只购得一份，还在托
人代购，全国各地报友电话都
打爆了，一时间“京城纸贵”，
如何得到丝绸珍藏版成了我的
一 块 心 病 。 时 间 一 天 天 过 去
了，我寻找 《人民政协报》 丝
绸珍藏版的信心丝毫不减，直
到几年后在旧书网站购得，心
里别提多高兴了。它成了我家
庭藏报馆的“镇馆之宝”，并参
加 了 单 位 举 办 的 职 工 收 藏 展
览，一经亮相，立刻吸引大家
前来围观，好多人赞叹，报纸
见了无数，丝绸的还是头一回。

这 些 年 ， 一 路 与 《人 民 政
协报》 走来，实现了我文章见
报的梦想，让我的报纸收藏品
种更是锦上添花，集报事迹入
编 《中国集报之家》《中国当代
集报论坛》 等工具书。值此创
刊 40 周年之际，仅以一个普通
读者和收藏者的身份，衷心恭
祝报纸文蔚繁昌，编辑老师身
心安康！

（作者系兰州石化公司治
安保卫部炼油区保卫科工人）

集报的那些难忘日子集报的那些难忘日子
张辉

2 月 16 日下午，我应邀到
人民政协报社口述 《人民政协
报》 筹备、试刊、创刊和早期
工作工作，，录制时间长达两个多小录制时间长达两个多小
时时，，中心内容是中心内容是““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
筹备和创刊初期的前前后后筹备和创刊初期的前前后后””。。
作为作为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 创刊创刊4040周周
年口述专题片的内容之一年口述专题片的内容之一，，当当
然是选其中一部分然是选其中一部分，，多数不适多数不适
合的内容可能不会采用合的内容可能不会采用，，但作但作
为资料保存当无问题为资料保存当无问题。。

口述中回忆了邓小平、李
维汉、刘澜涛、孙起孟、彭友
今、萨空了、聂真等人对 《人
民政协报》 的关心和关怀，也
重温了与各位参与报社早期工
作的老同志同志一起度过的那段令

人难忘的时光。我特别讲到 《人
民政协报》 的筹备和创刊早期，
除了高层决策，如由中共中央统
战部和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报中共
中央宣传部审批，时任中宣部副
部长郁文找时任全国政协党组副
书记孙起孟去中宣部，说中央各
部委办机关报，中宣部批准就
行 。 但 全 国 政 协 不 是 部 委 ，
邓小平同志是全国政协主席，过
去没有机关报，现在要创办新的
机关报，中宣部要报告中共中央
书记处批准。

孙起孟同志回来传达过上述
内容，政协报创刊时间还因此而
延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中

央书记处批准文件下达后，西洛
公 （时任副总编辑张西洛） 让我
拿着批件复印件去报刊局 （由中
宣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兼管）。一
位副局长接待了我，说由中央书
记处批准创刊分量重，除了给人
民政协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
物号”外，得给你们的报纸一个
靠前边的代号。

我说：“那好，谢谢您啦！”
他 翻 开 一 个 代 号 顺 序 的 本

子，对我说：“前面 10 个代号，
全满了，就空 2 号，《人民日报》
是代号1-1，《人民政协报》是代
号 1-2，好不好？”我答：““很好很好
很很好！”回机关后大家都很高兴。
我口述时，在场的主持人说，至

今 《人民政协报》 报头天天都刊
有代号l-2，还真不知道它的来历
呢！

当然，《人民政协报》的筹备
工作是这之前早就开始的，但政
协机关除了高层领导，作为工作
人员从筹备到 1982 年出两期试
刊，机关干部直接参与的只有我
和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邹士
方，而且报纸创刊直接从机关调
入报社的也是我们两个。其他的
报社同志都是后来陆续从外单位
调入的。

实际上，《人民政协报》从两
期试刊到正式创刊及前期，从骨
干力量到排版印刷主要依靠光明
日报社。我口述中特别讲到 《人

民政协报》 首任总编辑萨空了就
是光明日报社的老报人，时任全
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
员。两个副总编辑徐亦安和张西
洛都是老报人，从光明日报社部
主任任上先调入全国政协机关，
而后直接参与报纸筹备、创刊和
报纸早期的具体领导工作。

徐 亦 安 是 “ 老 黄 牛 ”， 主
内：写稿、编稿，乃至画版面，
夜以继日，什么都做。张西洛是

“外交家”，主外：联络组稿，对
外宣传，往报社调人。因为报社
人手少，他提出“七八个人十几
条枪”“一个萝卜几个坑”，要求
全体同志齐心协力，艰苦创业，
对报社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口述
中，在 《人民政协报》 具体筹
备、试刊、创刊和早期在报社工
作的老同志，能想起的名字我都
提到了。时隔多年再回忆起来，
仿佛重回当年、重新年轻。

（本文作者曾任 《人民政协
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创刊追创刊追忆忆
汪东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