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不惑。
人应如此，报亦如是。
四十年前，蒙邓公垂青，沐改革春风，《人民政协报》初试啼声，从此，统战政协

新闻宣传队伍中又添新兵。
四秩耕耘，五迁社址，六扩版面——几经辗转，初心不易。
告别铅与火，经历光与电，拥抱端与屏——载体频换，情怀无改。
一万四千余日夜，九千五百余期，文以亿计，图累数万，至于网络，几不可算……

数代政协报人励精图治薪火相传，承嬗离合笔耕不辍，在忠实记录经济社会成就和
统战政协事业发展进程中，如登山巅、如秉巨烛，对于国家发展与自身前途信心愈
发坚定，以至不惑。

不惑，源自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党的事业，既是立
身之本，也是发展之基，我们始终坚守不忘。

不惑，源自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既
是政协之职，更是媒体之责，我们始终笃行不怠。

不惑，源自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来自政协，
根植政协，服务政协，既是初心使命，更是情怀责任，我
们始终奉行不渝。

回首来路，无谓艰辛，唯见精神。
展望前途，何惧迷茫，唯有信心。
过往炼就不惑，不惑，亦将成就未来。
不惑是一种坚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家

办报，让我们在纷繁复杂中始终能够知所从来、思所将
往、明所将去。

不惑是一种自信——明确自身定位，发挥优势特
色，让我们在砥砺奋进中始终能够保
持定力、守正创新、顺势而变。

不惑是一种力量——我们坚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政协报人将继续
劈波斩浪奋楫前行，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
程中，贡献力量，谱写辉煌。

蓝图绘就，红日新升。
欣逢盛世，再启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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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6 日是 《人民政协报》 创
刊 40 周年。从创刊之初每周 4 版到如今
日报 12 版，从最初的“十几个人、七八
条枪”“一个萝卜几个坑”，到形成一支
完整精干的队伍，以至报纸成为“一份
有影响的大报”。40 年，报社走过了不
平凡的历程。

我有幸曾经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我于 1995 年调进人民政协报社，任总编
辑 。 当 时 报 纸 是 每 周 3 期 ， 一 期 4 块
版。继续这样办下去？还是往前跨越一
步？这是当时大家心里常常思考的一个
问题。这样继续走下去，不仅无法适应
客观发展的需求，也与全国政协机关报
的身份不匹配。要往前跨越一步，最直
接的方式就是办日报。而这个想法，已
经成为政协报人乃至机关同志们的一致
愿望。

出日报，不仅报纸期数要增多，投
入力量要加大，更主要的是从人们的思
想认识到报纸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有所变
化，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思想认
识 上 首 先 要 解 决 的 是 ：《人 民 政 协 报》
要办成什么样的日报？最直接、最突出
的困惑就是“政协报办日报哪有那么多
新闻可刊登？”而且报社工作人员不仅
不足，还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日报工作。
要办日报必须适应日报工作的需求。比
如 ， 为 了 刊 登 时 政 要 闻 ， 就 必 须 设 夜
班：夜班当日至少要组两块版，只有这
样才能及时刊出。这就需要人员的重新
组织，建立适应日报的工作程序。

政 协 真 的 没 有 那 么 多 新 闻 可 刊 登
吗？产生这一困惑的原因是对媒体的理
解不全面。不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电子媒

体，其所承担的任务无不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通过新闻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多种宣传形式发挥媒
体的宣传作用。就政协报来说，也有另
一方面的原因：当时刊登的所谓新闻报
道，由于多种原因往往是囿于政协机关
工作。机关工作都是日常工作，确实没
有更多的新闻。如果放开眼界，更多地
着眼于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活动，岂不
是别有洞天、天地广阔？

开设专刊专版在当时的新闻媒体界
是较为常见的做法。《人民政协报》 不
仅具备相应条件，而且有独特的优势。
所谓专刊专版，主要特点是集某一领域
或 方 面 的 相 关 内 容 于 定 期 的 同 一 版 面
上。主要内容既有对某一领域相关动态
的分析，也有对相关工作的调查研究，
及政策解析、理论思考，以至为之服务
提供的相关知识等。从而集中群智，凝
成共识，建言献策，推进相关事业的发
展与进步。在诸多方面都与政协工作有
着一致性。《人民政协报》 作为全国政
协机关报理所当然地要为政协委员履行
职能服务。通过开设相关的专刊专版为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提供园
地。用相应的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作为
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名人效应、专家优
势 ， 从 而 取 得 一 般 媒 体 难 以 达 到 的
效果。

《人民政协报》 办日报，从形式上
也应该有新起点。《人民政协报》 是政
治类报纸，是为统战政协服务的，应具
有统战政协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的
基础上凝聚共识，再结合传媒业不断发

展的大势，有同志提出要办一份论坛式
日报。也就是说，如果政协本身是大论
坛，那么 《人民政协报》 就是每日都存
在的小论坛。

有人怀疑论坛式报纸还是报纸吗？
回答：当然是。不仅是因为仍然是用新
闻纸印刷出来的，更主要的是从内容上
仍具有鲜明的媒体传媒特质。论坛的主
题是着眼于人们关注的热点、难点，以
至 冷 点 ， 本 身 就 有 传 媒 的 时 新 性 质 。
从 形 式 上 ， 有 直 接 阐 述 自 己 观 点 的 文
章 ， 也 可 以 有 综 述 、 述 评 ， 有 专 访 。
只 要 言 之 有 据 、 言 之 成 理 ， 形 式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更 何 况 论 坛 式 报 纸 也 不 是
完 全 不 要 新 闻 ， 只 是 对 新 闻 要 求 更
高 。 要 推 出 有 特 色 、 有 深 度 、 有 影
响 、 有 分 析 的 新 闻 。 要 让 人 们 不 仅 了
解 是 什 么 事 ， 而 且 要 知 道 是 怎 么 回
事 。 也 就 是 事 实 有 据 、 观 点 明 确 、 旗
帜 鲜 明 ， 构 成 论 坛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除此，还有文艺性、知识性、趣味
性的专版。总之，论坛式报纸是强调论
坛的特色，形成以论坛为标志的名片。
论 坛 式 媒 体 传 媒 至 今 已 成 为 大 势 ， 但
是，作为首先明确并提出办这样一张报
纸还是很难的。幸好有政协作为依托的
资源和优势，我们才敢于尝试。

尝试，不能只停留在认识上。在明
确认识的基础上，首先要有人员保证，
解决人员需要补充的问题。在全国政协
机关的支持下，经过公开招聘，报社补
充了一批新生力量。这些年轻人不仅思
想活跃、精力充沛，而且都具有专业学
识，上手很快。正是增添了这样一支年
轻的队伍，报纸才能克服重重困难，越

办越好。
办成什么样的日报？为了增加大家

的理性知识，我们相继邀请一些学界的
专家学者以及新闻界人士召开座谈会，
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为了增加大家
的感性认识，我组织部分同志设计了日
报样报，让大家实实在在地看看将来的
日报可能是什么样子。

1996 年 12 月 27 日，也就是 《人民政
协 报》 由 周 三 （刊） 改 成 日 报 的 前 4
天，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全国政
协的主要领导亲切接见了报社全体同志
并召开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主席不
只提出了要求，也给报社全体同志以极
大的鼓舞，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办报纸的
信心。

《人民政协报》 至今已 40 年了。记
得第一届报社领导之一，我在光明日报
社工作期间的老同事、时任副总编辑张
西洛曾说过这样的话：“政协报可看的
只有副刊。”如果西洛公尚在，面对今
天的 《人民政协报》 一定会刮目相看，
感叹今非昔比。我现在每天有三四份报
纸可看。虽然离开人民政协报社 20 多年
了，但是每当收到报纸，我首先要看的
还是 《人民政协报》。看到当年我们选
进报社的一批年轻人，已成为报社的中
坚、骨干，欣赏着你们精心组织策划的
版面、用心用力采编的文章，似乎我仍
然 同 你 们 在 一 起 战 斗 。 我 感 到 由 衷 的
高兴。

人民政协报社自有后来人，祝 《人
民政协报》 越办越好！

（作者系人民政协报社原总编辑）

追忆《人民政协报》出日报
董克恭

今年 4 月，《人民政协报》 迎来创刊
40 周年。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四十
不惑，正处于其身心俱健、年富力强、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阶段。我作为目睹其
从 白 手 起 家 到 根 深 叶 茂 全 过 程 的 政 协
人，同时亦作为曾在其中工作过的老员
工 ， 衷 心 祝 愿 《人 民 政 协 报》 生 日
快乐。

《人 民 政 协 报》 很 不 简 单 。 它 是
邓小平同志直接关心、亲自题写报名并
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创办的全国政协机关
报，在社会上特别是各界代表人物中具
有 广 泛 的 影 响 。 40 年 来 ， 经 过 报 社 全
体 员 工 共 同 努 力 ， 艰 苦 创 业 ， 开 拓 进
取 ， 办 成 了 一 张 名 副 其 实 的 全 国 性 大
报，并且形成了将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
体深度融合的现代传媒新格局。回首这
40 年 不 平 常 的 路 程 ， 可 以 说 《人 民 政
协 报》 很 好 地 履 行 了 自 己 的 职 责 与 使
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
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
众见面。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
的 任 务 和 党 的 方 针 政 策 ， 并 且 团 结 起
来 ， 为 自 己 的 利 益 和 共 同 的 目 标 而
奋斗。

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全国政协机
关工作，一直与政协报有着各种各样的
联系和难分难解的缘分。我曾是政协报
最热心的读者和撰稿人，也曾分管过包
括政协报在内的政协新闻出版工作，更
有幸成为政协报社第四任总编辑并主持

过政协报社一段时间的工作。现在，虽
早已时过境迁，但我对在赵公口办公时
期政协报社工作时的斯事斯景，始终难
忘。有些东西，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感
怀如歌。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 《人民政协
报》，不仅有一般新闻媒体的共性，更有
自 身 鲜 明 的 特 点 和 品 格 。 此 类 事 例 不
少，谨记三四如下：

其一，那时 《人民政协报》 的诸多
社 论 评 论 ， 颇 为 引 人 瞩 目 。 它 刊 载 的

《团结、民主、求实、鼓劲》《更紧密地
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和国不会
忘记：中国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录》

《多党合作的瑰丽篇章》《千秋功业：民
主党派工商联智力支边扶贫记实》《试论
社 会 利 益 主 体 多 样 化 与 政 协 的 协 调 功
能》《参 政 是 民 主 党 派 的 本 职 和 本 质》

《试论民主监督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地
位》 等一系列重头文章，独具视角，寓
意深刻。《人民政协报》 不仅进入我国新
闻宣传工作主战场，而且成为宣传社会
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的重
要平台。

其二，人民政协报社与深圳市政协
共同组织了第一个全国性政协理论研讨
活动“新时期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最
早公开提出“人民政协理论”的概念，
并对其理论体系进行初步探讨，开人民
政协理论研究之先河。研讨会就“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民政协”问题开展的

专题征文活动，对当时全国各级政协、
统一战线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力
量进行整合，汇聚了多方面理论研究的
成果，为推动新形势下人民政协理论和
实践的与时俱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人民政协报》 开辟了一批富
有政协协商文化特色的专栏。比如，有

“肝胆篇”，有“议政堂”，有“集思广
益”，有“经济广角”，有“自由谈”，有

“一家之言”，有“艺坛闲话”，有“新观
点”，有“政协人语”，有“专家茶座”，
有“并非闲话”等。这些专栏，有些固
定有些不固定，有些庄重严肃有些轻松
活 泼 ， 其 共 同 点 是 团 结 民 主 、 求 同 存
异、秉笔直书，为政协委员和各界代表
人 物 提 供 了 议 政 建 言 、 直 抒 胸 臆 的 平
台，成为各级各界政协委员踊跃参与的
协商文化“百花园”。

其四，《人民政协报》 高度重视对
民主党派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
它对民主党派成员刘来村、孙斌权同志
勇斗持刀劫车歹徒身负重伤事迹的连续
追踪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报
社及时配发短评，指出他们在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以自己的鲜血维护人民群众
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捍卫和弘扬正
气。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民主党派成员
不仅积极参政议政，而且踊跃投身精神
文明建设的满腔热情和见义勇为、舍己
救人的高尚品格，号召各党派团体、各
族 各 界 人 士 都 要 向 他 们 学 习 ， 伸 张

正义。
我在人民政协报社工作时间不长，

但亲历或目睹的这类事情很多，不胜枚
举。即使在离开报社后的 20 多年里，我
仍 然 始 终 关 注 和 关 心 着 政 协 报 社 的 发
展，从未间断过与政协报社的联系。

今天，我虽已退休，仍然未敢远离
社会责任。在人民政协报社的感召下，
我 同 一 批 新 老 政 协 委 员 和 专 家 学 者 一
起，积极参与了“徐霞客游线标志地的
寻找和论证”工作。这个项目有效地推
动徐霞客沿线地方政府和老百姓行动起
来，对徐霞客游线遗产进行积极整理发
掘、保护和利用。我在项目参与中，对
大规模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大背景
下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紧迫性有
了更深切的认识，为当代政协委员和政
协报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严谨的科学精
神所感动，为这项活动中被发掘、抢救
和受到保护的那些有可能消失的历史文
物和文化遗存感到庆幸，也为经由人民
政协报社等多方努力，徐霞客游线正在
走出历史故纸堆而成为现实版的利国利
民宝贵资源而喝彩。

祝我们 《人民政协报》 的明天更加
灿烂！

（作者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
秘书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人民政协
报社原总编辑）

报 社 旧 忆 亦 如 歌
卞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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