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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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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人民政协报》创刊
40周年，我于1996年10月到报
社工作，当时是在一个居民小区
的裙房里办公，那个建筑原本是
用来开办宾馆招待所的，我印象
最深的是环境不敞亮，一些办公
用房和员工用餐在地下室，里面
黑乎乎的。

2007 年 5 月我离开人民政
协报社，在报社工作10年多，恰
好是在我40-50岁之间，应该说
是一个人职业生涯最美好的年
华，是到目前为止我最珍惜的
岁月。

那10年间，在人民政协事业
全面发展的条件下，《人民政协
报》经历了一个大踏步发展阶段，

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报纸由周三刊改为日报，后又

继续扩展为每日8版、每日12版，
全国两会期间曾多次扩大到每日
38版，印刷发行条件有很大改善，
还创办了书画刊物。2002年10月，
报社完成了迁址扩建任务，告别了
那个逼仄的小区裙房，迁到了自己
建设的报业大厦，报社具备了不断
发展的优越硬件条件。

在报纸扩张的进程中，报社深
化队伍建设改革，建立竞争激励机
制，为有激情、有能力、想干事的编
辑记者和经营管理人员提供发展
平台。“英雄不问出处”，通过竞争
上岗和团队建设，用共同的事业和
理想凝聚人心，激发员工队伍干事

创业的活力。今天报社优秀资深的
编采人员和经营管理骨干，有许多
都是在那一时期历练成长起来的，
他们是报社生存和永续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

报社迁址扩建是在经济相对困
难、国家对基本建设没有投资的情
况下启动的。我们抓住机遇，克服困
难，奋斗创业。全国政协十分重视，
几位全国政协领导亲临建设工地视
察，机关党组多方支持，有政协委员
和企业家慷慨资助，报社职工勒紧
裤腰带过日子，我们甚至向报社职
工筹措资金支付工程劳务费。我本
人在处理报社经营和行政事务工作
的同时，在建设工地驻守了 18 个
月，每日午饭都是从施工队伍的大

铁锅里舀出来的。我们的创业精神
感动了施工单位，赢得了他们的信
任，我们在报社大厦竣工后，用三、
四年时间才分期付清了基建工程
款。看着今天高耸的大厦、宽敞的庭
院，我很欣慰，为曾经的艰苦付出而
感到自豪。

报社这一时期的发展给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主动
改革意识和艰苦创业精神，它没有
过时，应该不断发扬光大。

离开《人民政协报》已经有 16
年了，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进入新
时代，《人民政协报》又有了更大发
展。作为我国统一战线大报的政治
地位更加鲜明、更加突出，以独特
优势立于中央主流媒体行列。报社

紧跟信息化时代步伐，从纸媒到多
媒体，全面介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传统纸媒和数字媒体融合发
展，纸媒部分在宣传政协统战事业
方面具有类似教科书的作用，人民
政协网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报
社的编辑记者们充满对事业的热
爱，更有活力和情感投入，既上接
天线又很接地气，更会讲故事，采
集加工信息、传播价值的能力很
强。他们不故步自封，不懈怠躺平，
一代代接续，燃烧激情，照亮前行
的道路。

在报社大院里，有几棵上百年
的古树，大家精心呵护，四季常青，
挺拔坚强，它给予我们力量。在采编
平台的阳光房地面，有一个春夏秋
冬和每日十二时辰的图案设计，它
提示我们要抓紧每一时每一天，踔
厉奋发，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40 岁，正当血气方刚，我对
《人民政协报》未来的发展满怀期
待，也充满信心。

（作者系人民政协报社原社长）

我心中的我心中的《《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
刘小宁

那 是 30 多 年 前 的 一 个 冬
日，当我再次收到编辑部的退
稿时，不禁心烦意乱地抱怨自
己文学创作功底是“麻布袋上
绣花——底子太差”，还是生活
的那块地方枯燥无味，没有激
动人心的故事，没有光怪陆离
的时髦。恰好就在那天，时任
安乡县政协副主席熊长清来到
我所任教的学校，送给我一大
沓新出版的《人民政协报》。当
夜簌俱静时，我坐在那盏用墨
水瓶改做的小油灯前，思绪也
随着那谷黄色的灯光不断波
动。我一遍遍地用心读着那些
报纸，上面的内容深深地吸引
了我，特别是“民意周刊”让
我百读不厌。

此 后 ， 我 跃 跃 欲 试 地 向
《人民政协报》投稿。编辑部每
稿必复。我尊称记者编辑们为

“老师”，记者编辑们称我为
“同志”。几来几往，我诚恳地
写了封信向记者编辑们讨教。
不出几日，我又收到了一封盖
有处理稿子的专章但未署个人
名字的回信。信中说：一是要
有新题材，二是要有闪光点，
三是要有真爱，四是要有凝练
的文字。经过这么一点拨，我
茅塞顿开：作文先做人。只有
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业，我的
人生才会充实，我的文章才会
有真情实感。在教学上。我以
父辈辛勤耕耘土地的踏实精神
进行备、教、改。这样，我也
有过被评为全县最年轻的优秀
教师的荣耀。我还被推荐为安
乡县政协委员。

有真爱就有真情，字里行
间就会充满真诚而深挚的情
感。我把“人生点滴”化作

“爱的倾诉”。感谢 《人民政协

报》 的记者编辑们为我这株幼苗
捉虫除草，施肥浇水，《人民政协
报》 中那些深深触动我的素材，
成了我成功写作的第一颗种子。
我先后在 《湘声报》《人民政协
报》《文史博览》 及 《中国政协》
上发表多篇文章。令我更为惊喜
的是，我的成长足迹引起了 《人
民政协报》 编辑们的关注。他们
不时写给我一封封充满热情和期
待的信，那字里行间纯真朴实的
话语我不会忘记。有几年，我因
工作及其他原因而无暇静心写
作，因而在报刊上很少“露脸”。
报社的一位编辑老师写信来批评
我：“你为什么这些年没来稿了？
你就这样轻易放弃吗？”羞愧之
余，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从此，
我暗自发誓，一定不辜负他们的
希望。

经过多年艰难的笔耕，我先
后在 《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
《作家报》 及 《散文选刊》《湖南
文学》《中外文艺》等报刊发表作
品。当我的成才之路被报刊登载
收到众多读者来信的时候，当我
的政协提案一次次获奖的时候，
当我加入湖南作家协会的时候，
当我的作品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出的时候，我由衷感谢 《人民
政协报》。是她，没有改变我做人
与作文的骨气；是她，没有使我
写一些虚情假意自我陶醉的东
西；是她，没有使我丢失掉一双

“发现的眼睛”。
至今，我还珍藏着 《人民政

协报》 编辑部老师们给我的近
100 封来信，我把它们装成了厚
厚的一本，时时翻阅，它们是我
宝贵的人生财富。这些从未谋面
的编辑老师们既教我怎样作文，
更教我踏实做人。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是她教我做人是她教我做人、、作文作文
何 俊

2012 年，我成为十三届浙江
省兰溪市政协委员。从那一刻
起，我开始认识到一个政协委员
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岗位奉
献。为此，我自费订阅了 《人民
政协报》，与她开始正式结缘。

参政需要热情，议政需要激
情。作为一名政协新兵，我从
《人民政协报》 上得到了充足的
滋养，我明白了政协委员不仅要
有为民请命，为民分忧的理想和
愿望，更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
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找到合适
的切入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研究，才能切实履行好这项职
责。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断的
实践中，结合我履职的实际工
作 ， 2017 年 6 月 2 日 我 撰 写 的
《政协委员要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 《人民政协报》 上刊出。这给
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也让我
认识到履职的价值和重要性。

“ 干 实 事 ， 干 好 事 ， 干 成
事。”成为一名政协委员，就意
味着多了一份责任和义务，绝不
能只图个虚名，这是我对自己提
出 的 要 求 。 从 《人 民 政 协 报》
中，我了解政策信息，学习参政
议政的知识，学习先进委员的工

作方法，并且学以致用。我主动
到社区、到基层了解社群民意，
走到群众中间，当起了“小巷总
理”，提交社情民意，帮忙解决
那些看起来鸡毛蒜皮却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小事。我关心古城
古建筑的保护，撰写社情民意，
并得到领导的批示，在兰溪古城
古建筑的改造中充分吸纳。

当然，对于履职中出现的问
题 ， 我 也 进 行 了 充 分 的 思 考 ，

“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并将其
拟写成文章投稿到 《人民政协
报》，相继发表了 《浙江兰溪市
政协“请你来协商”营商环境坚
持问题导向，不断优化提升办事
效 益》《同 心 同 力 ， 共 在 一 起
——浙江兰溪市这些人在行动》
《助推县域共同富裕先行实践，
浙江兰溪市政协开展共富协商议

事月活动》 等文章。2021 年 7 月
20日，在人民政协报社、人民政
协网主办的政协助力基层治理和
服务界别群众研讨会暨首届人民
政协“委员工作室 （站） ”案例
征集活动中，由我牵头的“朱兰
庆委员工作室”获评“优秀委员
工作室”。

回顾与 《人民政协报》 结缘
的十几年，我在勤奋履职的同
时，积极做好政协的宣传员。可
以说，《人民政协报》不仅是我履
职前进方向的指航灯，更是我履
职路上的好老师、好挚友，在以
后的岁月中，我将继续努力，将
目光投射到更多普通人的工作生
活中，更多民生关注的焦点上，
并为此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兰溪市第十
五届政协常委）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助我奋进助我奋进
朱兰庆

2019 年，在部队服役十余载
的我转业了。从部队回到地方工
作，我来到了一个较为陌生的单
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
协。也正是在这里，我跟 《人民
政协报》开始了一系列交集。

而 立 之 年 满 怀 激 情 迈 出 军
营，我想要大干一场。可现实
是：有想法没思路、有热情没方
法，初来乍到的我，有段时间总
是游离在“政协是什么？政协干
什么？政协怎么干？政协工作谁
来干？”的“两眼一抹黑”和“一
知半解”的政协“小白”状态
中。这时 《人民政协报》 及时雨
般地来到了我的面前。

单位为每个科室都征订了报
纸，《人民政协报》是必不可少的
那一份。但凡有空，我都会去找
来，翻一翻，看一看，好好学
学。同事见我找报纸的次数多
了，忍不住感慨：现在是网络、
自媒体时代，爱看报纸的人越来
越少了！“网络信息发达无可厚
非，可 《人民政协报》 的独特作

用依旧存在。”进入政协工作后，
阅读 《人民政协报》 早已成为习
惯，这份报纸好似亲密的战友，
需要静下心来，细品慢读、仔细
研究、逐篇琢磨。遇上一篇“好
文章”或是一个“好标题”，单位

“编外记者”的我还会“依葫芦画
瓢”写上几行，加深写作功底。

2019年4、5月间，人民政协
报社“三同”工作队一行走进黎
平县。她们不顾高温酷热，走进
乡村、田间地头，与基层群众面
对面、心连心、手拉手，记录、
书写脱贫攻坚，客观、真实地展
示了贵州脱贫攻坚的伟大进程。
《“三同”日记：一个传统农人
的逆袭人生》《“三同”日记：侗
族大姐卖衣记》 等一批有着泥土
气息、脍炙人口的好作品相继在
《人民政协报》《贵州政协报》 等
媒体刊发。还有实打实的爱心善
举——回到北京后，她们在报社
发募捐倡议，全体编辑记者在短
短的 7 天时间里，就为厦格、纪
堂村的留守儿童募捐赠21个大包

的衣物、玩具和 1500 多册书籍，
赶在儿童节前寄到了侗寨，把暖
暖爱心送到孩子们手中。何其有
幸，我跟随她们一同走进黎平，
触摸历史的痕迹和温度，感悟崇
高和厚重，完成了一次缅怀先
烈、找寻初心、虔诚学习的征
程，更让我对 《人民政协报》 有
了新的认知和向往。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席卷全国。黔东南州政
协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先后深入县市、乡镇、
村……平日里喜欢写点东西的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迅速整
理好素材，忐忑不安地联系上了
《人民政协报》驻贵州记者站站长
黄静。记得黄静老师当时很忙，
但她还是挤出时间来悉心指导
我，帮我修改稿件。最终，《贵州
省黔东南州政协：“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无缝连接》一稿得以
在 《人民政协报》 刊发。文字变
成铅字，给我激励，更给我方
向，也让我们的情缘更近了。

忘不了，《人民政协报》 黄
静、韩雪、修菁、徐金玉、郭帅
等老师的谆谆教诲，言传身教；
戒不掉，《人民政协报》，与政协
工作相映成趣，情缘未了。

（作者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政协秘书一科工作人员）

到政协到政协，，与一份报纸的情缘与一份报纸的情缘
潘期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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