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年适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50周年。中央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为配
合庆祝活动，人民政协报社制定了系列报道方
案，其中安排了一篇关于国旗诞生的报道，任
务交到了我手上。

国旗，与国徽、国歌一起构筑起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标志，象征着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如
何做好这篇承载着历史分量的报道，我决定向
50年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现场聚焦，用史实说话，把那一时刻蕴含
的内涵意义展示出来，以强化人们对国旗的再
认识。

于是，我走进了全国政协档案室。连日查
阅档案，国旗诞生过程的脉络越来越清晰，蕴
含的意义更是令人激动。我对文章的构思逐渐
成熟，以三个小标题集结起三个部分：“热
望，流火秋阳般的迸发”“夜商丰泽园，为着
圆满的结局”“团结，共和国风雨无摧的力量
之源”。

第一部分写了国旗以及国徽、国歌的征集
过程：“自登报征求后，一个月内即收到应征
稿件：国旗一九二〇件，图案二九九二幅。国

徽一一二件，图案九〇〇幅。国歌六三二件，歌词
六九四首”。应征来稿遍及全国乃至海外，一些重
量级人物如朱德、吴玉章、郭沫若和一些著名的
文坛艺坛大家也进入投稿者行列。我对盛况有感
而发：“人们期盼新中国早日诞生的热望迸发着，
有如那个收获季节高天流火的秋阳。”

第二部分则是对应征稿审查筛选过程进行的
描述。从承担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6小组
最初“一致意见以为‘初选第十一号’较好”，
到“初选十一号”图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看
后，“研究结果，后觉得初十七号好”，“初选十
七号”成为第一选，“初选十一号”作为第二
选，再到印出38幅国旗图案小册子，以及600余
名代表分成11个组进行气氛极为热烈的讨论，
对国旗方案审查的高度认真、慎重、求精的态
度，从档案中呼之欲出。

然而，当大讨论意见逐渐集中到红旗角上有
一星及一黄条的类型后，再度出现重大转折。据
《张治中回忆录》，一次毛主席在宴客中对他说
“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
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随后毛主席提出五星

红旗的图案。张治中感喟：“为什么连少数人的意
见也要照顾到？这就是民主精神！”政协档案则正
式记录下，1949 年 9 月 25 日下午 8 时毛泽东、
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座谈会。毛主席拿
着五星红旗图案说，这个“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
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
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大家
一致鼓掌表示完全赞成。至此，五星红旗图案被

推到了候选国旗图案舞台的中心位置。
第三部分写的是经过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后

的圆满结局。9月27日，一面五星红旗展挂在中
南海怀仁堂大会会场的主席台中央，表决结果，
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被全体代表
一致通过。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周恩来在表决前
对决议草案作了更加简明的修改说明，将国旗之
前在草案中的称谓由“红地五星旗”变为了“五星
红旗”。对于这一重要的事件节点，我摘录了一段
十分珍贵难得的现场录音作出描述：他独有的带
着淮安加天津口音的普通话极具穿透力，“直截了
当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
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如同国旗图案本身一样
简洁洗练，这一释义也因简洁洗练具有了政治包
容性最强的深刻内涵。

作为整篇报道的文眼，文中我还写了这样一
段话：毛泽东所说的“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
大团结”，讲得何等好！它具有着跨越时间的生
命力。当我们的共和国走过50载风风雨雨，当
我们博浪当今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当我们胸怀
强国梦即将迈步新的世纪时，我们都更深刻地体
会到这话语所蕴含着的巨大力量。

报道以 《共和国真实的故事——国旗诞生
记》 为题，呈现在 1999年 9月 22日的第二版，
篇幅几乎整版，版式文图并茂、大气端庄，极具
美感。我圆满完成了报社交给的任务，也因这篇
报道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思想的升华。

（作者系人民政协报社原副总编辑）

我写我写《《国旗诞生记国旗诞生记》》
章建潮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 社长：张立伟 邮政编码：100142 年价：384.00元 月价：32.00元 零售：1.30元 电话：88146900 本报发行：88146999 全国各地邮局收订 港澳及国外由北京399信箱收订 刊号：D76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195号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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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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作为一
名已退休多年的政协报人，我感慨万千，
不禁想起30多年前的一次征文活动。

1989 年，人民政协成立 40 周年。
为回顾人民政协40年峥嵘岁月，《人民
政协报》举办征文活动。当时，我担任文
史版的编辑，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由我
来负责。征文启事是当年 4 月底刊登
的，刊登一个月后，征文稿件依然寥寥，
急得我几天不思饭食。后来，在时任人
民政协报社总编辑金瑞英的主持下，召
开了邀请政协委员参加的约稿座谈会，
并以此为起点广为约稿。值得欣慰的
是，杨成武将军、著名女作家草明、摄影
家徐肖冰、新闻老前辈刘尊棋、宗教界
爱国人士邓裕志、舞蹈家资华筠、国民
党起义将领沈醉等，或邮寄或专程送来
了稿件。原文化部副部长、老作家陈荒
煤已经“封笔”，破例写了《病房中的会
晤》一文。曾经结识鲁迅的老作家唐弢
生病未愈，撰写了《春天的怀念》一文，
我去他家取稿时，看到他走路还不稳。
孙起孟副委员长中午不休息，在他家的
客厅赶改《曙光从东方升起》一文小样。

著名作家管桦参加全国政协考察活动回来
后，连夜赶出《光荣归于智慧和对祖国的热
情——全国政协散记》一文。在赛福鼎·艾
则孜副委员长家中，他审定《领袖情谊暖吾
心》一稿，请我们吃新疆小吃，临别还主动
与我们合影留念。

那时，报社租用解放军报社干休所一
座两层小楼。一层是食堂，二层为编采、
行政人员的办公室。专刊部办公室兼征文
办公室在二层距楼梯不远处。当年8月，
一个燥热的中午，我从二楼办公室出
来，迎面看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侧倚
在楼梯扶手上微微喘气。我急忙上前将
他搀扶到办公室，倒上一杯水。待他喘
息稍好，我才问：“您老有什么事？”老
人说：“我是来投稿的。”

我把稿件接过来。文稿字迹虽显颤
抖，但仍能感到书写很有功底。当我的视
线移到作者名字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
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83岁高龄的孙晓
村老人。

我想去请金瑞英总编辑来接待孙老，
他说：不用了，马上得走，下午还有个会
呢。说完，水也没喝就站起来要走。我赶

忙上前搀扶孙老下楼，想送他到停在七八
十米远的车前，他挥挥手：“你回吧，你回
吧，我能走，你也忙！”我怎能不送送呢！走
出二三十米远，他回过头向我摆手，示意让
我回去。我只好停下来，心怀敬意和亏欠
目送孙老。他上了车，我才转回办公室，这
一幕令我万分感慨。

在全国政协领导和政协委员们的支
持、带动下，历时4个月的征文活动圆满
结束。有三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16位全国政协常
委，7位民主党派名誉主席、主席、副主
席，6位著名作家撰写了征文。很多省、
市、自治区都有来稿，不少内容是第一次
公之于世，为研究人民政协发展史提供了
珍贵资料。

1990 年，我们把征文之精华结集成
《风雨同舟40年》一书，出版了1.3万册，很
快销售一空。第二年加印3000册，仍未满
足读者之需。过六七年了，还不断有人求
购此书。

（作者系人民政协报社原文史版编
辑，原专刊部主任，原社会周刊主编，民
意周刊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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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剪报本，看到自己的
稿件第一次刊登在《人民政协
报》上，我的内心仍然激动不
已，和她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
也在脑海中浮现……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来到
县政协办公室工作。上班第一
天，办公室主任就信息宣传工
作对我提出了殷切希望，“听说
你大学时期做过记者团的学生
记者啊，那你要发挥出专长，多
撰写新闻报道，宣传政协工
作。”说着，就把桌上
一摞《人民政协报》交
到我手上，“多读读，
多学习，对你熟悉政
协工作、打开写作思
路有好处。”

初到政协的我最
喜欢读的是政协新
闻，简洁明了的标
题、鲜活接地气的新
闻事例，感觉她给我
插上了一双翅膀，带
着我畅快淋漓领略全
国各地政协工作的迷
人魅力，贪婪地吮吸
着蕴含的丰富养分。
我小心翼翼地把一篇
篇精彩的“小豆腐
块”收藏在自己的剪
报本子里，因为有她
的指引与陪伴，我迅
速转换角色，熟悉政
协工作，积极发掘我
们地方政协的工作
特色，终于在坚持
不懈地投稿下，《江
苏金湖县政协委员
为实体经济“减负”建言 落
实政策让企业“轻装上阵”》在
《人民政协报》政协新闻版刊
登。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
刊登在国家级的新闻媒体上，
我内心的激动和自豪到现在想
起都感觉是滚烫的。

2016 年冬天，我非常幸
运地被派去参加人民政协报社
摄影部举办的新闻摄影提升
班。在摄影课堂上，我见到了
传说中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的
摄影者解海龙老师，并听他讲
述了关于《大眼睛》背后的感
人故事。解老师回忆说：“她
一仰头，我发现了她那一双十
分好看的眼睛，非常童真，有
一种抵近内心的感召力。”老
师的话也抵近了我的心里，让
我对摄影产生了不一样的感
情。最后一节课上，人民政协
报社摄影部主任姜贵东用一幅

幅图片串起了新闻摄影的满满干
货，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解新闻
摄影背后的逻辑以及实操技能，
让我对什么是新闻摄影以及如何
拍出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从此，县政协各个
视察调研、专题协商的现场都有
了一个忙碌的身影——捧着相机
找角度的我。功夫不负有心人，
《推动工业企业智能制造发展》图
片新闻被采用刊登，《人民政协
报》为我打开了另一个观察世界

的窗口——新闻摄影，
让我在政协工作中不仅
找到了方向，同时也找
到了热爱。

去年，我从政协办
公室调整到教卫体社会
法制委员会工作。在组
织专委会委员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时，读到

“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
众制度机制”，我陷入
了沉思，“界别群众是
谁 ”“ 界 别 群 众 在 哪
儿”“怎样联系界别群
众”，这些问题在我心
头萦绕。这时，我看到
了手边的 《人民政协
报》，一篇刊登在“学
习与探索”版的 《完
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
群众的制度机制》 理
论文章犹如一场及时
雨，化解了我心中的
诸多疑惑，让我很快
理顺了思路，找到了
工作的抓手。我们组
织委员依托“有事好

商量”协商议事室平台，开展
“送文化、科技、教育、法律、
医疗”活动，深入一线、走进
农村、联系群众，积极履职担
当，引导政协委员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当好党的政策宣
讲员、思想政治引领者、界别
群众贴心人。

《人民政协报》 亦师亦友。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感恩
《人民政协报》出现在我人生的
每一个重要时刻，为我指明方
向，为我寻得热爱，为我勇毅
前行提供强大动力。

四十年光辉历程，四十年春
华秋实。感谢《人民政协报》的
一路相伴，祝《人民政协报》生
日快乐！期待下一个四十年的一
路同行！

（作者系江苏省淮安市金湖
县政协教卫体社会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

亦
师
亦
友
忆
相
知

亦
师
亦
友
忆
相
知

胡
婷
婷

作为一名蓉漂，初到蓉城时面对着
繁华街头，眼花缭乱之余，心中也不免泛
起乡愁。爱好写作，参加金牛区作家协会
的活动，认识了一位政协人，也因此与
《人民政协报》结缘。

她叫杨学用，是民革党员、区政协委
员，也是一位作家。提笔写作，是她业余
坚持的事情。她的事迹则更具有传奇色
彩——本是一名农村妇女，在改革开放的
春风中，成为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
养鸡、办幼儿园，在不断地尝试与努力之
后，成了当时媒体报道中的“成都平原万
元户”。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写作上还在找
路子。杨学用将一叠《人民政协报》交到我
手中，让我有时间就看看，说对我写稿或
有启发。

《人民政协报》成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的精神食粮——大块头文章像一盘大
餐，需要时间更需要思维咀嚼；简短的讯
息就像回味悠长的零食，小而精悍。我渐
渐熟知了《人民政协报》的版面设置。

“华夏副刊”“春秋周刊”等版面叙述流

畅、文风朴实，别有风味。小学时就爱看白
寿彝版《中国通史》的我，对“春秋周刊”尤
为喜欢。这份报纸，陪我度过了孤独，也帮
助我成长。

读得多了，才更有底气提笔开始写
作。文章要想有可读性，真挚的情感很重
要，这是《人民政协报》给我的启示。2019
年开始，我的文章陆续见于《环球慈善》
《华西都市报》《成都日报》等媒体。这一
年，因为屡有文章见诸报刊，金牛区关工
委最终将我纳入其中。成为关工委的一员
后，我用更多的笔墨书写金牛区老同志为
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奉献，而几年来杨学用
老师的关爱也激励着我。

我想写好、讲好“老黄牛”精神。2021
年，农历牛年，在金牛讲“牛”作为一名宣
讲员，给孩子们把“牛”讲好讲活，是荣
誉也是挑战。准备课件时，我苦苦思索
着，翻出桌上的 《人民政协报》 正好看
到了《方寸之间 金牛迎春》《与牛有关
的连环画》《牛票知多少》几篇文章，整
个版面的内容丰富，也符合孩子们的喜

好。我立刻对这个版面进行精读，并找
到其中推荐的连环画进行了浏览。那次
的宣讲，课堂上笑声不断，下课时，我
听到了持久的掌声。

2023年是我在金牛区关工委工作的
第五个年头，书柜里珍藏的报刊里，也更
多地有了我的文字，中国关工委《中国火
炬》通讯员、第六届四川省关心下一代新
闻佳作二等奖……一名蓉漂赶上了好时
代，找到了自己发光发热的地方，就此扎
下根来。这五年，难忘政协人给我的帮
助，难忘《人民政协报》带给我的温暖，
作为一个被关心的年轻人，也在努力把温
暖传递。

如今，每一期《人民政协报》我都会认
真阅读，读着里面的文章，就回想起走过的
这一路。2023年，成都将迎来大运盛事，作
为一名青年，在这样一座充满文艺和青春
气息的城市，更想与这样一份始终在向着
更好奔赴的报纸相约下一个十年。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关工委
信息办副主任）

温暖温暖，，所以一路向前所以一路向前
江梓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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