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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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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天，好报喜开办。
1983年4月6日，春风里，南窗下，红色

油墨印着邓小平同志挥毫题写的报名——《人
民政协报》创刊了。生于春天的她，自带春天
的精神。

她吹拂暖人春风，从办报的第一天起，就
宗旨明确——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就旗帜鲜明
——跟中国共产党走。40年来，她坚持跟随
党的航向，传递春的温度，引领我们走在时代
的春风里。记得从2017年起，江阴市政协就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报》的示范作用，为400
多位政协委员，每人赠阅一份 《人民政协
报》，成为新委员的一份“见面礼”。在每年政

协大会的分组讨论会上，组长会带领委员一起
研究报上的社会热点，了解民生难点，掌握提
案要点，帮助委员“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
到关键处”。《人民政协报》，不知不觉成了提
升本领的“学校”、凝聚人心的“磁石”、沟通
政民的“桥梁”。

她培育百花齐放，第一次拿到政协报，我
就被她丰富的栏目、丰盛的内容惊艳了。如果
说，新闻版、民意版、慈善版是“三月春风送
暖阳”，那文化版、休闲版、健康版又是一番

“蓝天白云映花黄”的享受。特别是北京、浙
江、山东等地的民主监督经验，给我提供了当
好政协民主监督员的特色妙招。在江阴市监察

局举办的特约监察员聘任仪式上，我应邀代表监
督组发言，讲述的三条思路，就是从《人民政协
报》上采撷众长、结合实际、融会贯通而来，既
为有效监督开了个好头，也为长期监督找到了路
径，我因此连续获得市政协“优秀民主监督员”
的表彰。

《人民政协报》对我的本职工作也有很大启
发。当时，该报刊登了多篇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讲
解，其中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在建设局住房保障科工作的我，意识到这或
将成为未来我国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于是我迅
速着手调研房产市场供需现状，根据发现的问
题，向市政府提出建议，需尽快扩大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供给，让打工者、新就业大学生、本地中
低收入家庭等各类群体“有房住”成为现实。政
府把我的建议作为重点督办提案，到 2022 年
底，已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2200多套。在今年
的“三八”节各类先进评比活动中，我们科室因
扎实的为民服务举措，获得群众好评，捧回了金
光闪闪的“巾帼示范岗”奖牌。我心花怒放地告
诉同事们：这块“军功章”呀，有一半功劳属于
我每天必读的《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报》，带我们从春天起航，走向红
红火火的未来！

（作者系江苏省江阴市政协委员，江苏省作
家协会会员）

你从春天起航你从春天起航，，走向火红未来走向火红未来
梅玉珍

我与 《人民政协报》 的情缘始于
2009年。2009年11月我从政府机关调
到区政协办公室任职，承担单位新闻宣
传工作任务。

之前没有专门从事过新闻写作，所
以甫到政协，我就开始关注《人民政协
报》。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追求思
想的深度和信息的广度，显得“儒
雅、大气、亮丽”，很吸引眼球。尤其
每年全国“两会”报道内容丰富、重
点突出、亮点纷呈。在评论和综述
上，紧紧抓住社会热点和委员关注
点，及时生动，厚重大气，为政协人
所喜爱。

在被触动的同时，我也萌发了写稿
的念头。开始尝试向《人民政协报》投
稿，最初十多篇稿件泥牛入海无消息。
2010年以后，在人民政协报安徽记者
站胡海燕等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习到了
更多的新闻写作知识，打下了一定的理
论基础，写作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我还
利用业余时间，认真钻研新闻理论书
籍。多年的学习实践，使我的政协新闻
理论基础更扎实。

2011 年 11 月，我结合委员的一
件《关于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整治》的

提案，经过思考、整理、采写，以《芜湖
弋江区政协通过提案办理促农村环境卫生
巨变》为题，投给了《人民政协报》，12
月21日该报以《芜湖弋江区农村“卫生
死角”终成“清洁家园”》 为题予以刊
发，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一发不可收拾，我开始向 《人民政
协报》 等报纸频频投稿。在记者站、
通联部老师的细致帮助下，一篇篇文
章 变 为 铅 字 ， 更 增 加 了 我 的 写 作 兴
趣。在其后的写作过程中，我又认识
了 报 社 的 更 多 老 师 。 在 他 们 的 指 教
下，我加入了政协报通讯员队伍，写
作技能也日渐娴熟。

之后，我更加关注政协理论、履职方
式的创新、提案办理的亮点、调研视察的
特色，只要有时间，哪怕是双休日，我也
一直坚持写作。工作再忙，我的写作劲头
依然不减，坚持向《人民政协报》投稿，
有近30篇新闻消息、言论见诸报端。此
外，每年在江淮时报、人民网、新华网、
人民政协网、安徽政协网等省以上媒体发
表稿件110余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缘于新闻报道
的成绩，我多次获奖受表彰，其中，
2016-2017 年度被中国网政协频道评为

“优秀通讯员”，在安徽省第八届、第九届
“政协好新闻”评选活动中，先后被评为
“优秀通讯员”，受到省政协的表彰奖励。

面对眼前的一本本荣誉证书，感慨万
千，其中也凝聚着政协报各位老师热情的
帮助和辛劳的汗水，我尤为珍视，因为那
是起步的印记。

回首过往，十多年来，政协报给了我
很多，是她给了我一双慧眼，让我增强了
政治敏锐力和洞察力；是她给了我温暖，
让我见证了协商民主的力量，体验了政协
文化的厚重；是她给了我如椽之笔，让我
歌颂光明，呼唤公平和正义。是政协报为
我推开了一扇神奇的窗，惠风扑面，景致
入眼，看到了诗意，嗅到了芬芳，我也找
到了前行的方向。

如今，随着工作岗位和职责调整，我
写稿少了，但我仍然坚持订阅《人民政协
报》，每天都要看，从未间断，政协报组
织的征稿活动，我也都积极参与。与《人
民政协报》朝夕相伴近15年，今后也将
一如既往，因为这是政协人的情感所在。
适逢政协报创刊40周年，祝愿政协报青
春不老、越办越好、一路芬芳！

（作者系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政协研
究会副秘书长）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与我长相伴与我长相伴
于有训

2020年1月，我到浦江县政协
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
分管宣传、信息和理论工作。说句
实话，在文联工作了 11 年的我，
到政协上班，一下子还真有点不适
应，但好在我有办公室工作和宣传
工作的经历，对分管工作还是成竹
在胸的。

前两年，通过学习《人民政协
报》，我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一
定要在这份报纸上刊发几篇文章。
可是写什么呢？又该怎么写呢？为
此，每天《人民政协报》一到，我
就翻看“民意·百姓家园”“生
态·绿色产业”“春秋·朝花夕
拾”等各个专版的文章。几个月
后，我选定了几个值得去写的题
材，得到单位领导同意后，开始付
诸行动。

我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有着两
千余年孝义家风传承的浦江县郑宅
镇孝门村，这是浦江孝义文化的源
头，因为1999年至2001年我在这
个镇工作过，知道它的历史。采写
工作很顺利，以《孝门村：孝义文
化再传佳话》 投稿 《人民政协
报》，于2020年12月 21日在“民
意·百姓家园”发表。

这大大激发了我的热情，立即
着手第二篇文章的采写：浦江通过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大规模
治污后，生态环境持续好转、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持续增强，我以《让
虫儿作证》为题，采写了浦江县通
过生态治水践行“两山理论”的文
章，投给《人民政协报》。2021年
1月 21日，文章在“生态·绿色
产业”版刊发，还配了照片。

此后，我开始为“春秋·朝花夕拾”版撰写第三篇文章：
《石西民：中国新闻工作的践行者》，修修改改，直到满意后投
向《人民政协报》。在等待刊发的时间里，我获悉浦江县连续
第七年获得浙江省治水“大禹鼎”的消息后，又采写了《让

“大禹鼎”作证——浙江省浦江县七捧“大禹鼎”的故事》，继
续投稿《人民政协报》。令我没有想到的，也是投稿以来第一
次幸运的事发生了——在 2021 年 8 月 5日的 《人民政协报》
上，“春秋·朝花夕拾”版和“生态·绿色产业”版分别刊发
了我的这两篇文章，让我激动了好几天。每每与文友、家人说
起这事，都说是“无巧不成书”。

2022年初，我转任政协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
主任。在随后的县“两会”上，浦江县委、县政府第一次将

“生态立县”置于第一位，我顺势采写了《从“工业强县”到
“生态立县”——讲述新时代的“浦江故事”》一文，在2022
年8月4日的《人民政协报》“生态·绿色产业”版刊发，这
是我在该版头条发表的第三篇文章。衷心感谢王菡娟老师和王
硕老师的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10月10日的《人民政协报》8版
头条《心中有民，行之为民——浙江政协开展“助力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专题协商议事月”活动综述》的压题照片，就是
我主持的一场“民生议事堂”活动，这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和
快乐！

衷心感谢《人民政协报》！
（作者系浙江省浦江县政协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学习委员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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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人民政协报》 的渊源，要
从10年前说起。那时我在双柏县妇联
工作，是第八届双柏县政协常委，第
一次接触《人民政协报》，我就立刻被
报纸的内容所吸引，这是一张有内
涵、有故事、有情怀、有分量的报
纸。后来，我写的 《为留守妇女儿童
减负》 的文章被转载，我也成为 《人
民政协报》 的一名忠实读者，每期到
来，都从头条到末条认真阅读，从中
学习有关政协的一切知识。日积月
累，我对政协的性质、历史和日常工
作逐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再往后，就是2021年底我调入双
柏县政协工作，作为一名基层政协工
作者、第十届双柏县政协常委，我与
《人民政协报》的联系更为密切了，成
为 《人民政协报》 的热情参与者。报

纸里面有最新鲜的时政新闻及解读，也
有许多生动的文史资料；有各级政协委
员的斐然文采和真知灼见，也有来自基
层一线普通民众的真实声音……报纸散
发的那缕缕油墨清香，化作一种特有的
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鼓舞着我，我
主动传播政协好声音，向 《人民政协
报》投稿。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10
月，我自行编辑策划创作拍摄的微视频
《在绿孔雀家园——遇见你》入选人民政
协报社举办的 《委员眼中的家乡》 109
号优秀作品，并迅速在各地媒体形成传
播效应，引起强烈反响。看到自己的文
稿和图片经过 《人民政协报》 编辑老师
们的精心修改打磨，总会情不自禁地感
到自豪和欣慰。

手指在电脑键盘上笨拙地敲击，流露
的却是自己日常的真情实感。可以这样

说，我每一次投稿都是捧着一颗赤诚的
心，用激情和理性反映好所联系界别群众
的意愿和建议。不是因为文章见报，而是
作为一名光荣的政协委员和基层政协工作
者，在履职尽责中记录拼搏奋斗的昨天，
能够与历史对话，能够与时代同行。

慎终如始，不忘初心，在前进的道路
上，我离不开《人民政协报》，是她，给
了我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也让我敞开心
扉，拥抱世界的正义与善良。我与《人民
政协报》的那份浓浓情缘，将会长久地延
续下去，一直到永远。

四十不惑，风华正茂。美好祝福奔涌
而来，感恩之情溢流而出，笃定守正再出
发，融合创新向未来！由衷地祝福《人民
政协报》越办越好！

（作者系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政协委
员联络委主任）

她给了我丰富的精神食粮她给了我丰富的精神食粮
施丽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