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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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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政协
开始筹备 《人民政协报》 创刊，
经常就办报的方针、内容、人员
等广泛开展讨论，听取各方面
意见。

萨空了是新闻界的老前辈、老
报人。早在1957年，我在北京大
学法律系读书时，就对他十分尊
敬。1962年，我分配到民盟中央
工作后，得到了他诸多的关心、教
诲和指导。1983年时，萨老是全
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
席，工作任务非常重。所以，他让
我来人民政协报社帮帮忙，我义不

容辞。
那时，人民政协报社的员工非常

少，萨老曾希望我将人事关系正式调
动到报社来，但由于当时民盟中央也
是刚刚恢复工作，同样工作紧、任务
重、缺人手，几经周折，此事并没有
获得组织批准。

仍然留在民盟中央工作的我，成
为人民政协报社的“编外人员”。与
跟我情况基本相同的毛启邠同志（民
进）、祝修林同志（民革）一道（二
人已故），被报社给予了“特邀记
者”的名誉。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
这一做，就是40年。

我一直在民盟中央工作，曾经担
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还曾经做过《中央盟讯》的主编，后
来又连任了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
政协委员，所以对《人民政协报》有
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既是一名忠实
的读者，也是一名辛勤劳作的“记
者”。我一直牢记着萨老的教诲，从
1983 年 《人民政协报》 初创到现
在，在《人民政协报》上刊发的稿件
超过了 100 篇，题材各异，篇篇用
心，努力践行了做一名优秀“特邀记
者”的诺言。

在多年的“特邀记者”生涯中，

我印象深刻的新闻报道有很多。其
中，1990年，随时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钱伟长到福建宁德调研后，写作
《钱伟长 宁德行》一文，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同时，因为曾担任华
罗庚先生的助手，撰写了很多与华老
有关的文章，得到了读者的赞誉。此
外，对于费孝通先生、陶大镛先生和
史良先生的采访、记录和报道，也展
现了几位老前辈的独特魅力，收到了
许多读者的热情反馈。

感到欣慰的是，我不仅见证了
《人民政协报》的成长，也为《人民
政协报》的发展贡献过一份力量。

抚今追昔，我认为 《人民政协
报》在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重要作用：
其一，阵地作用。《人民政协报》旗
帜鲜明讲政治，是宣传人民政协作为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的重
要阵地。其二，平台作用。《人民政
协报》广泛凝聚共识，成为政协委员
和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凝聚共识的平
台。其三，渠道作用。《人民政协
报》 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
呼声。

从最初一字一句地把文章誊清在
稿纸上，通过邮递方式把稿件寄送报
社，到如今用电脑将所写文章发送到
编辑部邮箱……从“铅与火”到“光
与电”的时代进步中，我也成了 80
多岁的老人。

祝愿《人民政协报》越来越好！
（作者系第八届、九届、十届全

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原副秘书长、
宣传部原部长）

做做““特邀记者特邀记者””4040年年
口述：黄景钧 整理：本报记者 付裕

两年前，由于岗位调整，我来到政协任
职。新团队新委员、新任务新要求，又逢新
冠疫情带来的新考验，怎样短时间里进入角
色，引导各界委员聚共识？怎样开局起步，
提升委员履职能力？《人民政协报》 如及时
雨，以精神食粮投喂和实践经验速递为甘
霖，给予初入政协的新人无穷力量。

《人民政协报》 像一扇窗，开阔了我的
眼界，让“书香政协”工作沁人心脾历久弥
香。2022 年 8 月 13 日，“读书凝共识 书香
促履职”的专题新闻刊登了《以读书品学滋
养初心、涵养履职能力》的图片新闻，介绍
哈尔滨市道外区举办“书香政协”魅力文化
读书品学活动。图片见报后，参加活动的委
员都很兴奋，极有兴致地在图片中寻找熟悉
的面孔，全区政协委员都感到与有荣焉，更
加积极主动参加线上好书推荐、在线“工作
学习群”、“委员微课堂”，以“书香政协”促
进书香社会建设的读书实践有声有色地推
进，受到社会普遍赞誉。今年1月，我们道
外区政协“书香政协”品牌荣获哈尔滨市第

六批全民阅读十大优秀项目。
《人民政协报》像“桥”和“船”，以政

协主席面对面、委员读书、中国式协商故事
会等栏目，装载着政策输出、策略传递、信
息互通和社情民意输入等厚重干货，织就对政
策精准解读、对规律精髓深刻把握和对实践探
索正向鼓励等思想之“桥”，帮助我们基层政
协组织带动更多的界别群众投身区域振兴发展
实践。两年来，我们以建立健全26个街镇委
员工作站为阵地，以服务委员成就事业、发挥
委员主体作用为主线，以“政协委员走基层”
系列活动 （政协委员进社区、进企业、进农
村，走近委员）为载体，延伸人民政协工作触
角，让城区政协组织和区政协委员直面基层、
直面群众，助力基层治理，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和参政议政协商为民水准，实现了“政协委员
沉下去、社情民意传上来”的目标。

在《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之际，祝
《人民政协报》越办越好！

（作者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政协
主席）

枝叶关情协商为民枝叶关情协商为民

服务委员成就事业服务委员成就事业
张军 2009年5月，我到政协工作，从此与《人

民政协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边熟悉工
作，一边就地取材、挖掘新闻，稿件不时见诸
报端却迟迟没能在《人民政协报》发表。第二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撰写的一位老军人当年
陪同董必武先生游蓬莱的稿件，在《人民政协
报》春秋周刊发表，我的信心一下增强了。慢
慢地，我对照见报前后的稿件，认真比较、细
心揣摩，怎样选题、如何构架、从哪切入，似
乎从中悟出了一些写作的“门道”。

我多年养成随身带本记录的习惯，无论会
议、采访还是视察、座谈，都记录下来，包括
发言者的语气、表情等，回头再翻阅整理，划
出重点、提炼主题，形成稿件。更多的时候，
则提前设定主题、构思谋划，然后添加内容，
顺势成稿。2011年，尝试写了第一篇现场新
闻，经编辑多次“点化”，刊登在当年10月3
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二版头条位置，题目

是《蓬莱市政协“委员约谈月”打造“信息集
散地”》，此稿后来荣获山东政协新闻奖。此
后，我不断完善技艺写法，只要有可能，就采
用现场新闻的形式，逐渐形成了个性化写作
风格。

《人民政协报》的周刊以各具特色的专业
性、科学性、知识性等，吸引了我的眼球。每
逢读到好文章，我都下载下来做成剪报，闲暇
之余再细细品读品味。平时视察、协商过程中
遇到与不同周刊相匹配的素材，按要求整理成
篇，一批非新闻类文章跃然纸上，扩展了写作
视野。10余年间，我累计在 《人民政协报》
发表各类稿件80余篇，实现了数量、质量双
丰收。

今年是《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祝
《人民政协报》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作者系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政协常委、
提案委主任）

摸索出自己的写作风格摸索出自己的写作风格
刘运娇

1998 年 1 月至 2002 年 12 月，正值“世
纪之交”，我有幸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宝坻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天津
市宝坻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亲历了宝坻撤
县设区阶段宝坻人民政协建设和政协事业的
发展。

那是1997年底时，时任天津市宝坻县广
播电视局新闻部（总编室）副主任的我，成为
县政协委员。初入政协，许多政协知识要学
习、了解和掌握，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责，需要
从头学起。就在这时，宝坻县政协机关为全体
县政协委员每人订阅了《人民政协报》。《人民
政协报》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成为我的良师
益友。

读《人民政协报》，我关注要闻版，也爱
读周刊和副刊，留心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闻
报道，并通过阅读有关文章深入了解政协提案
怎么写，政协委员如何围绕中心大局建诤言献
良策，怎样把自己的身心融入人民政协工作
中。那几年，每年初，县（区）政协都要召开
大会，我除了参加会议，还要从事大会的宣传
报道。为了把大会盛况报道好，我借助自己收

藏的《人民政协报》，找到关于政协全体会议
的新闻报道，学习和借鉴大会新闻的写法，力
求使报道准确、规范和鲜活，增强引导力和感
召力。我还借鉴《人民政协报》刊登的关于祝
贺政协全体会议开幕和闭幕的评论员文章的写
法，在宣传报道宝坻政协全体会议时撰写评
论，及时播发，增强了大会的宣传效果，起到
了鼓劲造势作用。

读《人民政协报》，我还掌握了撰写政协
提案的方式方法。五年间先后撰写十几件提
案，其中《关于利用小额金融贷款支持发展宝
坻养殖业的提案》，荣获宝坻区政协优秀提案
奖。2001年，我撰写的专题研讨文章《关于区
县级政协委员如何做好提案工作的几点思考》，
被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编辑的《天津政协提
案工作研讨文集 （2001）》 收入，这也是受
《人民政协报》启发和引导而取得的成绩。

与《人民政协报》的点滴，令我难忘，让
我回味不已。

（作者系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宝坻
县五届政协委员和宝坻区一届政协委员，天津
市作家协会会员）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像磁石一样吸引我像磁石一样吸引我
王宗征

2015 年的春天，我这个扛过枪、下过
乡、守过边防、蹲过机关的老兵，又成了沛
县政协的一名新兵。就这样，《人民政协报》
这位老师就走上我的案头、走进我的工作，
助我履职、伴我成长，成为我风雨同行的良
师益友。从这张报纸上，我逐步了解了人民
政协的职能和定位，尤其是文化文史工作的
定位和站位，从门外汉逐步成为行家里手。

文化文史工作体现着人民政协的政治站
位和历史地位。我委把助力文化建设作为主
责主业，坚持以文塑魂、以文兴业、以文资
政、以文化人；突出地方特色，充分履职尽
责，广泛凝聚共识，为“扛起新使命、谱写
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写出来”，留下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政
协记忆。通过读报学习，写作能力不断提
升，相继编撰出版《沛县政协志》《亲历沛县
改革开放40年》《风起云扬》《洞鉴》等系列
精品图书，全方位展现沛县政协文化文史创
作、创新、创造方面的成果。

“讲出来”，首创“歌风讲堂”让政协声
音传入百姓家。去年5月26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作为开讲第一课，在沛
县政府小礼堂首度开讲。我作为活动的发起
者、组织者第一个走上讲台，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定义、特点、载体、演进、价值等
9 个层面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传统文化的时代
价值和使命担当。《汇聚文化之光 贡献政协

力量——沛县政协“歌风讲堂”开讲第一
课》《江苏沛县政协深化“书香政协”建设
创新举办“歌风讲堂”》等稿件先后发表在
省市主流媒体和人民政协网。3月 28日，围
绕武术文化产业化专题协商，我撰写的《江
苏沛县政协建言武术文化产业化》一文发表
在《人民政协报》七版，扩大了沛县武术之
乡的影响力。

“立起来”，让“辞赋中华”矗立在中华
大地上。汉赋代表中国品位、中国气派，是
盛世精神、强国文化的代表。沛县是大汉王
朝的发迹地，也是汉赋的源头和起点。已有
《沛县赋》《汉之源赋》《正阳赋》《家风赋》
《劳模赋》等多篇作品在县内著名景点和重要
场所镌刻上石，我们还将有针对性地创作汉
赋作品刻石勒铭。

“提出来”，为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提供
“政协方案”。为助力提升城市品位，建设文
化名城，沛县政协文化文史委先后完成《挖
掘历史文化资源 提升沛县文化形象》《推进
生态建设 引领绿色发展 打造江淮生态大
走廊最具特色的“绿色地标”》《狠抓严管
常态长效 不断提升城市文明品质》《锁定产
业化 创设新平台 高点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和时代印记的文化园区》等10项专题调研。

今后，我还将在 《人民政协报》 的引领
下，高效履职，充分作为。

（作者系江苏省沛县政协文化文史委主任）

从门外汉成为行家里手从门外汉成为行家里手
季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