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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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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我离开教育岗位
进入韩城市政协工作，在研究室负
责写宣传稿件。第一次听到“宣
传”二字，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因
为我不懂业务。正当我苦恼从哪
里学习时，单位通讯员送来一摞
报纸，最上面的 《人民政协报》
几个红色大字醒目清晰，我随即
拿起一份翻开细看，从此便与她
结下不解之缘，坚持每天阅读、
收集 《人民政协报》 便成了我的
工作日常。报纸读多了，周末在
家看孩子，思绪却飘到很远，一

些“政协语言”浮现出来，赶紧写
在手机备忘录上。

日积月累，我慢慢摸索出写新闻
稿件的门道。领导欣喜地看到我的进
步，开始让我着手写通讯稿件、委员
风采、起草简单的讲话和一些理论文
章，并将所撰写的稿件根据内容发往
省市报刊。我还被政协陕西省委办公
厅评为2021年度陕西省政协优秀通
讯员。2022年 8月 22日，我所撰写
的《向校园欺凌说“不”》首次刊登
在《人民政协报》上，这也成为我不
断学习的内生动力，激励我踔厉奋

发，不断成长。
2021 年，得知 《人民政协报》

采访组正在筹划拍摄 《百年同心
路 与委员同访》 栏目，我们以邮
件方式给 《人民政协报》 送去一份
邀请函，期待与他们一起在陕西韩
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体验黄河文化
的魅力，共同推动人民政协事业阔
步向前。

2021 年 4月 26日，人民政协网
执行董事谭明悦一行来到我市考察
交流。也是那时候，我更具体地知道
了 《人民政协报》 创刊于 1983 年 4

月6日，邓小平同志为报纸创刊题写
报名。

在韩城录制《百年同心路 与委
员同访》的三天时间里，正值人间最
美四月天。我们一起去八路军东渡黄
河出师抗日纪念园，探访红色足迹，
重温红色记忆，追寻百年大党的初心
和使命。视频中有一句话“天地英雄
气 千秋尚凛然”，宋宝刚老师和袁
世鼎老师拍了很多遍，从各个角度反
复查看视频效果直到满意为止。他们
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对细节的重
视让我印象深刻。付振强老师撰写的

《八路军东渡黄河为啥决走韩城？
毛泽东用了3个“计”》使我耳目一
新，因为我们对文字有着共同的热
爱，之后也成为很好的文友。

2022 年，人民政协报社组织的
首届“委员眼中的家乡”在全国范围
内征集作品，韩城市政协号召政协委
员积极参加。我与委员共同完成的作
品《在韩城，竟然能“一日阅尽三千
年”？》在人民政协报公众号刊发并参
与评奖。

《人民政协报》不仅充实着我的
精神世界，也帮助了我的工作生活。
它激励我要常学常新，教导我工作要
踏实务实。至今，只要有闲暇，我就
会翻开报纸，仍是“一报在手，其乐
无穷”。在《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
年之际，祝 《人民政协报》 越来越
好，愿我们风雨无阻、同心筑梦。

（作者系陕西省韩城市政协研究
室干部）

同心筑梦同心筑梦 携手前行携手前行
杨敏

2019 年春天，我调任林州
市政协任提案委副主任。初来乍
到，许多工作摸不着门道。受疫
情影响，市政协全会推迟到
2020年6月召开。

会前，提案委的主要任务是
制订提案组工作方案，发放提
案征集通知并附带提案选题参
考目录，书面告知提案书写注
意事项，寄发反映社情民意致
政协委员的一封信，起草一年
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撰写本
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报告框架
等十几个文件，我被压得喘不
过气来。一筹莫展之时，市政
协办公室调剂给我一份 《人民
政协报》。那真是雪中送炭，上
至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下
至市 （县） 政协工作亮点，各
地各级委员视察、调研、协商
特色做法一应俱全。通过看报

学习，我很快进入了角色，顺利
完成了全会筹备组分配给提案委
的各项任务。

我是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
员、安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平时
喜欢写写画画，也多次在地方性
电 视 媒 体 、 纸 媒 上 发 表 文 章 。
2021年，人民政协报社举办“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征
文活动，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
投递了 《小山村里的“顶级”领
导人》，没想到于当年6月28日刊
登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身边的老党员”专栏，我着
实兴奋了一段时间。该文章在当年
10月收录在《党的基层建设与思
想政治工作成果汇编》大型文献史
册中，由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发
行。2022 年，人民政协报社举办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征文
活动，我以纪实的手法写了《回想

帮扶往事 再展振兴画卷——我和
政协帮扶组在新庄村的那些事》，
于6月20日发表在“民意·百姓家
园”专版上。

今年是我到林州市政协工作的
第5个年头。作为一名基层政协工
作者，每天翻阅《人民政协报》已
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在丰富自
己知识的同时，也为创新政协提案
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2022年10
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红旗
渠时强调“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
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摒弃骄娇二气，像我们的父
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
碑上”。作为红旗渠精神发祥地的
林州人，我将笔耕不辍，让基层平
凡人物的先进事迹持续闪亮，增添
社会正能量。

（作者系河南省林州市政协提
案委副主任）

基层的光亮基层的光亮
罗文彬

说起来，我于 1999 年 1 月
一个机缘巧合的时机与《人民政
协报》接触，但真正与《人民政
协报》 相识是在 2018 年 5 月，
这一年我从保康县委办公室调到
县政协工作，有了与政协报同行
相伴的机会。

2018年5月，我刚进入政协
任专委会主任时对于政协是什
么、干什么、怎么干一 片 茫
然。我带着满脸的困惑走进秘
书长办公室，请教怎么做好政
协工作，秘书长什么也没说，
拿出一沓 《人民政协报》 让我
仔细阅读，从中了解政协新闻
和文件的基本写法和脉络结
构。通过阅读，我逐渐明白了
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
委员如何参政议政，更明白了
自己肩负的职责。

2019 年初，我从人民政协
网上看到河北省曲周县政协主席
的一篇《支部建在界别上 委员
焕发新活力》文章后，决定探索

推进保康县政协委员功能型党支部
建设，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工作。我
从 《人民政协报》 上查阅了关于
各地政协加强党的建设报道，确
定了内学湖北襄州区、外学河北
曲周县政协党的建设好的经验做
法，并赴襄州区、曲周县进行实
地考察学习，结合保康县政协委
员活动组的设置和11个乡镇的实
际情况，起草了相关文件制度，经
政协主席会议通过并向县委请示，
在县委支持下，按照“六有”（有
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
有书报、有制度）标准，在全县建
立 17 个活动组和功能型党支部，
按照整合功能、一室多用、多室合
一的原则设立各功能型党支部的标
识牌，进一步规范功能型党支部阵
地建设。

《人民政协报》不仅是我工作
上的良师，还是我生活中的益友，
培养我健康向上的高雅情趣，使我
的生活丰富多彩。《人民政协报》
上登载的人民政协理论文章，社情

民意、信息撰写的方法，以及最新
的社会热点评论，丰富了我的履职
思路、开阔了视野，提高我的工作
水平。我撰写的《对农村老年人康
养保健流动市场亟须规范》社情民
意被时任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
书记签批。2022年6月，在毛丽萍
记者的指导下，我撰写的《协商会
后，“危桥”变“新桥”》在《人
民政协报》 刊发。《人民政协报》
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加油站”，每
期必看。当读者的时间长了，偶尔
也萌生一丝当作者的冲动，从
2019年开始，我先后撰写了 《父
亲·春耕》《为民发展产业 助力
乡村振兴》等散文、委员风采10
余篇文章在湖北省委《政策》《湖
北政协》等杂志上发表。

《人民政协报》不仅是我工作
中的“加油站”，更是我人生路上
的伴行者。她激励我不断努力、砥
砺前行。

（作者系湖北保康县政协专委
会主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我工作中的我工作中的““加油站加油站””
李敬相

转眼间，我和《人民政协报》相
识相知有 10 个年头了。记得那是
2013年4月，我从铜仁市政法系统转
岗到政协，继续从事文字工作，新的单
位和工作岗位，走基层、赴乡村，调研、
视察，我经历着一个个第一次。

每天上班，我打开电脑首先就是
翻看《人民政协报》，关注人民政协
报通讯员群友的发言，请教政协新闻
写作。在报社各位老师悉心指导下，
我在报纸重要版块条位发表了多篇文
章，单位集体宣传工作水平上台阶大
突破，相关报道还引起兄弟政协的关
注，纷纷发来函件交流学习。

人民政协报通讯员群让我结识了
全国各地热爱政协、热爱宣传的同行
和朋友，体会到“天下政协是一家”
的归属感。忘不了，每年一度的端午
同舟诗会，展示政协人的“诗和远
方”；忘不了，报社时任副总编辑张
宝川率队来铜仁开展全市政协新闻宣

传业务培训，用纵贯古今的视角讲解公
文写作与新闻写作；忘不了，路强、张
萍、黄静老师冒雨深入梵净山脚下、舞
阳河畔，走基层、访农户、问冷暖，用
笔记录和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国
特色民主政治进程在老少边穷民族地区
的具体体现，让我近距离体会到新闻工
作“三分采、七分写”的不易；忘不
了，韩雪、罗韦老师，常常与我电话或
微信联系，核对数据、补充素材，反复
打磨，不厌其烦。

十年时光，转瞬即逝。十年之前我
们互不相识；十年时光，《人民政协
报》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陪我走过每
个春夏秋冬，见证我的成长成熟，分享
我的快乐和喜悦。在未来的岁月里，我
将继续关注和见证《人民政协报》的成
长，为谱写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继
续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作者系贵州省铜仁市智力支边办
副主任）

她见证着我一路成长她见证着我一路成长
邹志勇

河北省安新县政协创建于 1983
年 3 月。我自 1986 年 4 月任县政协
主席，连任三届，对政协产生了深
厚的感情，对 《人民政协报》 更是
情有独钟。

为做好政协工作，提高委员对政
协的认知和履职能力，当时，在我提
议下，安新县政协给每位委员订阅了
一份《人民政协报》。对于报纸上的
政协理论，深入贯彻；读到好文章，
认真学习；看到好经验，积极探讨
……通过阅读交流 《人民政协报》，
凝聚起广大委员的热情和干劲，她也
成为我们做好政协工作的良师益友。

1988 年 1 月 20 日，《人民政协
报》 刊登了 《搞好政协工作要两头
热》一文，安新县政协组织广大委员
认真学习，还把这篇文章送给县委书
记阅读，引起县委的重视。县委书记
多次在干部会上强调要重视政协工
作，先后召开 4 次全县政协工作会
议，出台《关于加强政协工作方面的
决定》等5份文件，批转政协党组报
告11件；县政府印发《关于同县政

协搞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
定》《认真接待政协委员视察》等5份
文件；县人大也印发了加强与政协联系
的7条规定；同时对政协编制、办公用
房、交通工具等方面给予支持。《人民
政协报》扩大了政协的社会影响，我们
的政协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91 年 8 月，保定污水入白洋淀
造成大量死鱼，安新县政协经过认真调
研，向省、地有关部门写了紧急报告，
《人民政协报》当年在10月1日登载报
告内容，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省委、地
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到白洋淀进行调研，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政协报》拓
宽了政治协商的民主渠道，政协参政议
政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1995年9月退休后，我仍然关注政
协工作，仍然订阅《人民政协报》，每
天都要看，从不间断，政协报组织的征
稿活动，也都积极参与。如今我88周
岁了，与 《人民政协报》 朝夕相伴近
40年，今后也将一如既往，因为这是
政协人的情怀和寄托。

（作者系河北省安新县政协原主席）

做好政协工作的好帮手做好政协工作的好帮手
杜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