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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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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人民政协报》，是缘更
是福。

清楚地记得，我上班的第一
天，是1992年8月14日。刚从贵
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毕业的我，
来到黎平县广播电视局报到，被安
排在广播电视站从事新闻采编工
作，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今天报到了？”当天下班回家
一进门，父亲就放下手中的报纸问
道。“嗯，报到了。”我笑着说，

“爹，你在看什么报纸？”同时顺手
拿过父亲手中的报纸。咦，《人民
政协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人
民政协报》。当时父亲还没有退
休，是黎平县政协副主席，家里订
有《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报》办得很好，你
以后可以多读读，对你的工作有帮
助。”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好的。”
我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一边随意翻
阅手中的报纸。一瞬间，我就被几篇
新闻报道吸引了，文章的标题、导
语、主体和结尾都处理得非常好。尤
其一则新闻的标题是对联式标题，从
小喜爱对联的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心
中暗想，以后写新闻也要向他们学
习，首先标题就要引人入胜。

从那天开始，只要父亲订的《人
民政协报》一到家，我就必读，根据
读后灵感，不断采访和撰写新闻稿
件。我撰写的新闻稿件，也从黎平广
播电视站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从
《黔东南日报》 到 《贵州日报》，从

《农民日报》到《人民日报》，不断在
各级新闻媒体刊发播出。

1994 年 8 月，黎平县委要从县
直机关选派年轻干部去驻村帮扶。当
时，我因长期阅读 《人民政协报》，
对加快农村发展的愿望尤为强烈，经
常撰写的都是关于农村的新闻报道，
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去帮助农村发
展。所以，单位公布这一消息后，我
决定“投笔从戎”，直接到最前线去
战斗。驻村近两年时间，我很少回
家。但每次回家，除了带上一些必须
用品，就是把父亲看过的《人民政协
报》全部带上。我当时好多工作方法
都来自《人民政协报》的启迪。

在后来的工作中，尤其是在乡镇
任书记、乡长这十年多时间里，《人

民政协报》 成了我手中的鲜活教科
书，我每次回家必读。2016年9月我
调任镇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后，
经常应邀到党校上课，《人民政协
报》的很多经典故事成为我的课堂内
容。一次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上党
课，我发现一名80多岁的老同志在
认真听课。课后和他单独聊天，才知
是镇远县政协已退休多年的副主席余
永焜。我奇怪地问：“余主席，您都
80多岁了，为什么还要来听党课？”
他用坚定而开心的语气说：“我一心
向往党组织，但原来因为工作需要留
在了党外，退休之后我一直在申请入
党，现在终于确定我为积极分子
了。”我很受感动，把当时随手带着
的一份《人民政协报》递给他：“平

时您可以多看看《人民政协报》，这
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他接过报纸激
动地说：“祝部长，我家也有《人民
政协报》，我最喜欢看这份报纸，我
每天都读的。”我诧异地笑了。

2021 年 4 月底，我调到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人大工作。8 个月
后，我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州政协。
第一天走进办公室，就有同志送来几
份报纸，最上面一份，便是《人民政
协报》。我知道，现在直接从事政协
工作，就更加离不开 《人民政协
报》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和《人民政协
报》一起相伴走过了30个春秋。今
后，我们还将天天携手同行。思念至
此，信笔写下这首七绝：

相遇随缘更是福，
同行卅载已知足。
不求前路多精彩，
唯愿君心任我读。
《人民政协报》，遇见你真好！
（作者系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政协副秘书长）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遇见你真好遇见你真好
祝显德

1988 年春，根据工作需要，我由扶沟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调任县政协党组成员、办公室
主任，并在当年召开的县政协全会上，当选为
常务委员，开启了半生的政协工作生涯，并由
此与《人民政协报》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那时，我们组织县政协机关人员和政协委
员学习的内容主要就是《人民政协报》上的相
关文章。如 1990 年，我们根据 《人民政协
报》刊登的外地县市建立基层乡镇政协参事组
的经验，经中共扶沟县委同意，在全县 16 个
乡镇建立了政协参事组，由乡镇党委副书记任
组长，乡镇党委统战委员任副组长 （也有个别
乡镇是专职组长），具体负责本乡镇内的政协
委员的学习、视察、考察等参政议政工作。当
时，我们还挤出经费，为全县近 200 名政协委
员、机关各委室、各乡镇政协参事组订阅了
《人民政协报》。

我上大学时喜欢文学和历史，因此十分爱
看《人民政协报》的春秋周刊和文化周刊。我
初到县政协时，《扶沟县文史资料》 还是一本
薄薄的油印小册子，根据《人民政协报》上的
有关讯息，我向分管副主席提出了改为铅印，
上升为正式书籍的建议，向县财政申请了印刷
经费。由此，第一本铅印书籍《扶沟县文史资
料》诞生了。后来，由一年一册发展到一年多
册，挖掘、保存了大量的本地近代以来的文化
历史资料，深得社会各界欢迎。

后来，由于组织需要，县委调我先后担任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统计局党组书记、县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但政协委员的身份一直
未变。受我的影响，老伴和儿子都是《人民政
协报》的热心读者。

著名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将军是扶
沟县人。在其故里吕潭乡保存有烈士故居和烈

士生前用个人家产创办的吕潭地方平民子弟学校
（为纪念烈士，更名为吉鸿昌学校），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工作关系，我
多次陪同河南省政协文史委、周口市政协文史委
的领导同志参观、考察吉鸿昌将军故居和吉鸿
昌学校，并根据考察资料，撰写了 《吉鸿昌与
吉鸿昌学校》 的文章，试着投稿 《人民政协
报》。想不到被全文采用，差不多占了一个整
版。由此，也激发了我努力做好政协文史资料
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在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支持
下，我先后主持编撰了《扶沟县文史资料·吉鸿
昌专辑》《吉星文将军专辑》《柳堂专辑》 等 10
多本 《扶沟县文史资料》，并在 《河南省文史资
料》《周口市文史资料》 上，发表了数十篇文史
资料文章。直至离开工作岗位后，还应周口市政
协文史委之邀，撰写了 《周口市文史资料·吉
鸿昌将军》 一书。

如今，本人已年逾古稀，离开工作岗位已有
10 余年，但因在 《人民政协报》 上发表长文而
激发起的文史资料兴趣依然不衰，爱读《人民政
协报》春秋周刊的兴趣依旧不减。

（作者系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政协姓氏历史
文化研究会会员）

我的良师益友我的良师益友
邢长顺

我虽然从事政协工作18年，但与《人
民政协报》相识却已有30余年。在《人民
政协报》创刊40周年之际，我不禁想起与
她一路芬芳一路歌的难忘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正读中学的我酷爱
写作，每有习作，就拿给在县政协工作的表
哥修改，表哥指着报架上的《人民政协报》
说：“仔细读读这些报纸上的文章，你就懂
得怎样构思，怎样表述，怎样投稿了。”作
为一个农村娃，我如饥似渴翻阅着《人民政
协报》，丰富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精
彩的大千世界就在眼前，又像是在倾听外面
的声音，触摸遥不可及的世界。那种被吸引
的感觉我迄今还没有找到第二次。于是，我
从表哥那里带走一摞《人民政协报》回家捧
读，看了几份之后居然产生了“我要写新闻
成人才”的志向。

1990 年，我参军入伍来到南海舰队，
指导员看见我带着一摞《人民政协报》，就
要我当连队报道员写稿。自此，我通过《人
民政协报》这座桥梁踏上了新闻写作之路。
表哥也时常将新的《人民政协报》随家书寄
给我，支持我、鼓励我。我的稿件数量和质
量直线上升，战友们都说我写新闻是无师自
通，《人民政协报》就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一直期盼能在自己钟爱的《人民政协
报》上发稿。没想到惊喜来了！2000年10
月23日，《人民政协报》8版发表了我的一
篇杂文，收到责任编辑寄来的样报后，我十
分兴奋，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

2005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南充市
政协机关领导看了我发表的诸多稿件后，选

择我到市政协机关工作。政协机关，《人民
政协报》，我与“政协”二字真的有缘。

2005年6月，我被分配到南充市政协从
事提案工作，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翻阅那半年
的《人民政协报》，领导鼓励我：“小邓，你
要多从《人民政协报》中发现做好提案工作
的方法，在《人民政协报》宣传介绍我们的
经验做法。”于是，我再次执笔向《人民政
协报》投稿，也许是心有灵犀、文遇良缘，
我到政协不到两个月，2005年8月6日，就
在《人民政协报》2版发表了一篇反映提案
办理工作的稿件，还被评为当年宣传人民政
协好新闻奖！这再次点燃了我的新闻热情，
我在提案办理中寻找、琢磨新闻线索，写成
稿件投到《人民政协报》发表，连年被评为
新闻宣传先进个人。

正如编辑老师所说：写稿上稿没有什么
生人熟人之分，经常写的人，生人也成了熟
人，久而久之不动笔，熟人也成了生人。由
于我经常给《人民政协报》写稿，那些原本
素不相识的编辑老师经常主动给我打电话，
或提供稿源线索，或核实新闻要素，或探讨
修改意见，成了未曾见面却电话神交久矣的
熟人。2012年9月，我出差到北京，慕名来
到人民政协报大厦，受到编辑老师们热情的
接待，他们和我交流写稿经验，向我传授写
稿技巧，让我感受到政协报人的亲切。

回首走过的铿锵步履和一路收获，我仍
然按捺不住孩提般的兴奋，只想深情地说：
《人民政协报》，有缘有恩有内涵！

（作者系四川省南充市政协常委、提案
委主任）

有缘有恩有内涵有缘有恩有内涵
邓学龙

认识《人民政协报》已17年了，只要提起
她，我心里就充满感激之情。是她，给了我一份
美好的精神食粮，为我指点迷津，让我了解政
协，助我成为政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中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职业中专工
作，一心扑在教学上，希望干出一番成绩。一次
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是 2005年 9
月，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教育局要我陪同一位政
协委员参加一个关于全市职业教育的调研，并执
笔撰写相关发言材料。

当时，我从未接触过政协工作，参政议政发
言材料更是无从下笔。为此，领导拿了一些有关
政协的报纸杂志给我，嘱咐我动笔之前好好学
学。当时，《人民政协报》犹如一块磁石，深深地
吸引了我。翻开报纸，一股油墨香扑鼻而来，内
容丰富、贴近政协工作实际。特别是“调查”“学
习与探索”“协商”“关注”等栏目中的几篇文章，
为我提供了极好的范例，真有相见恨晚之感。

我汲取《人民政协报》上的知识，结合调研
时收到的情况，按时保质完成了参政议政发言材
料。领导们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第二年春，
我有幸成为安化县政协的一名新兵。

到县政协后，我主要从事文字工作。政协对
文章要求都非常高，我倍感压力。好在有《人民
政协报》常伴左右，可以通过她开阔视野，活跃
思维，启迪思路。我时常盼着《人民政协报》的
到来，把她当作学习政协知识，把握两大主题，
履行三大职能，提高自身素质的教材与读本。每
读一期，每学一遍，便多了一份认识和收获。除
此之外，我还时常利用工作机会到人民政协报湖
南记者站，向报社记者当面学习和请教。在记者
和编辑们的言传身教及自身的努力下，我的写作

水平日益提高。
2006年 9月 20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我

收到了《人民政协报》寄来的第一笔稿费。120
元，钱虽不多，但让我兴奋了好些日子，让我看
到了写作的希望，也给了我无限的憧憬和向往。
甚至让我明白：人是自己命运的选择者和主
宰者。

2008 年 3 月-6 月，益阳市政协成立课题
组，对全市区域治水方略进行专题调研，明确安
化县政协对区域治水情况作专题调研。我成为课题
组成员，承担了调研报告的撰写任务，报告得到市政
协主要领导的好评。年终，市政协机关要进一名文秘
干部，我又因文笔出色调到市政协机关。

2009年，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湖南省
老干部活动促进会和老年人杂志社联合举办“新
中国六十年”征文，我写的《别了，心爱的大白
马》一文荣获一等奖。我撰写的新闻作品先后4
次在湖南省政协组织举办的好新闻作品评选中获
奖，荣获全省政协新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全省
政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
刻，我思绪万千，心中充满感恩，《人民政协
报》，是你引我走向笔耕之路，为我打开了一片
新的天地，感谢你！

《人民政协报》已成为我事业上的良师，生
活上的挚友，精神上的依托。17年来，它源源
不断地向我输送着精神养分，有了它的“滋
养”，在写作这片曾经很迷惘的园地里，我变得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得心应手。因为写作上小有
成绩，我从乡村调到县城，再由县城调到市级机
关，可以说是《人民政协报》助我实现了人生路
上的“三级跳”。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政协副处级干部）

她为我打开一片新天地她为我打开一片新天地
李保

人民政协报新闻，
艰苦奋斗华夏魂。
新长征路齐奋进，
新时代里追梦人。

（作者系全国政协老干部）

祝祝贺诗贺诗
热烈祝贺《人民政协报》

创刊40周年

贺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