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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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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行之所往。一直喜爱文字的
我，总喜欢嗅着墨香，把书本和报纸上中意
的词句记录、裁剪下。在政协工作的三年
中，书香政协浓厚的阅读氛围，在工作和生
活中源源不断地充实、滋养着我。

刚入政协时，我被安排到研究室工作。
虽说自己主要负责的是宣传工作，但社情民
意、调研、汇报材料、新媒体工作都是穿插
进行，那时的我急需为自己找到突破口，尽
快适应政协工作，手边的《人民政协报》便
成为我每日的“正餐”。从时政要闻到政协
新闻，从专题新闻到轶事艺文，三年里，我
与《人民政协报》一同成长进步，在各自的
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履职画卷。而《人
民政协报》对我而言亦师亦友，我总能在她

这里汲取到新的力量。
从2020年8月开始，我的稿件陆续刊发

在人民政协网《来了！早闻政协》，虽然只
是简短的消息，却激励我持续不断地学习与
实践，摸索创新自己的工作方法。2020年9
月，我市政协成立官方抖音，我制作的多个
政协工作短视频得到人民政协报官方抖音的
点赞回复，随后加入政协聚视频微信群中，
看到了全国各地政协围绕主旋律，百花齐放
的亮点工作。2021年 4月，人民政协网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谭明悦、视频部主任宋宝
刚、主持人袁世鼎、记者付振强、汪凯一行
人来韩城录制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百
年同心路 与委员同行》节目，并以《探访
韩城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星火燎原耀韩

原》《“诗经”里走出的韩城用“三个政
协”书写履职答卷》为题，对我市红色历史
文化和政协工作进行了宣传报道。我与各位
老师也一直保持联系，时常看他们的文章与
节目，他们成为我政协工作的指路人。

2021年7月，我市西延桥上噪音扰民问
题一度成为市民关注的话题，我第一时间将
此事形成社情民意呈报市委、市政协。时任
市长批复后，市政协提案委、研究室牵头组
织相关部门现场“微协商”，西延桥扰民问
题得到及时解决，市民在网络平台纷纷留言
点赞，而我撰写的《西延桥上安静了》一文
也经人民政协报驻陕西站站长路强编辑后，
刊登在《人民政协报》的政协新闻版。

2022年4月，我从研究室调到办公室人

秘科工作，换的是岗位，不换的是坚持读报
的初心。三年里，每次在《人民政协报》上
看到好的文章，我都会思考、学习，把它裁
剪粘贴到自己的剪报文件夹中。三年里，我
把这些所学所知运用到自己的工作、调研
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履职日历。三年来，我
提交的多篇社情民意信息被陕西省政协、渭
南政协采用，先后获得2020年度韩城政协
调研工作先进个人、2021年度渭南政协社
情民意先进工作者。感谢《人民政协报》一
直给予我力量，让我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实
现人生价值，谱写人生华章。

衷心祝贺 《人民政协报》 创刊 40 周
年！祝愿您读者满天下，海内皆知己！

（陕西省韩城市政协办公室人秘科干部）

共唱主旋律共唱主旋律 谱写新篇章谱写新篇章
云瑛

从乡镇调入县政协机关，便有机会去浏览
办公室订的报纸杂志。翻到《人民政协报》突然
眼前一亮，除了每周末的“华夏周末”专刊有文
学、美术、书法等艺术作品之外，每两周在周一
出现一次的“讲坛”专刊，可以读到许多想读而
平常读不到的文化讲座，真是令人欣喜！

读着《人民政协报》“讲坛”的文章，就像跟
着一大批专家学者在中华文化的海洋里畅游，
让我这个在乡镇待了20多年的人豁然开朗，仿
佛进入了一所没有围墙的人文大学的讲堂。于
是，我对“讲坛”便有了如饥似渴的盼望和期待。
每读完一篇文章，我还特意把这一版报纸裁剪
下来，保存起来以备查看。这样，我便又恢复了
多年前的“剪报”生涯。

县政协文史委要编写《炎陵民俗》的资料，
写到“节庆”，我记起“讲坛”有篇《历添新岁，春
满河山》的文章，便从“剪报”里找出它来，仔细
阅读了一遍，结合炎陵的春节习俗，撰写了《过
年》《贴春联》《杀年猪》等文稿。

读了《明清时期的端午节俗》，我联想到
炎陵县每年的端午节民间都要“裹粽子”“洗艾
叶水澡”“喝雄黄酒”，“裹粽子”还要到山上河边
斫特定的“布荆子柴”烧成灰，滗出碱水浸泡糯
米，又去看了《本草纲目》上的“布荆子”条目，知
道端午节吃这样的碱水粽子，其实就是在为往
后的生产劳动做健康防疫，包括吃雄黄酒、洗艾

叶澡。于是，我撰写了一篇《也说端午》的文
章，被《株洲日报》副刊采用。

看到“讲坛”上的《寻找与传承——谈传
统节日中的传统庙会与仪式》一文，作者说

“作为中国传统宗教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庙
堂神灵的另一个功能便是慰藉人心……这不是
迷信，而是俗信，也就是说这是千千万万个民
众共同拥有的普遍信仰。这种信仰非但不会影
响社会发展，反而会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人心向善、社会进步。”由此，我联想到
坐落于炎陵县鹿原陂的“炎帝陵”，从古至
今，人们每逢盛大事情和节庆之日都要前来祭
祀叩拜炎帝神农氏这个“中华始祖”，它的价
值同样也是为了“慰藉人心”和促进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人心向善、社会进步。

《人民政协报》的“讲坛”不仅讲《中国传统
习俗的魅力》，还讲《家风是百年党史的恒久话
题》，还讲《传统文化、大数据与出版》，还讲文学
（《时代的生活与时代的人》）、音乐（《音乐与中
国古代诗歌》）、戏剧（《谈藏戏艺术》）、美术（《描
绘时代壮丽画卷》）、文物（《追寻文明的足
迹》）……大凡中华文化范畴的元素没有不谈不
讲的。翻看着我的“讲坛”剪报，觉得人生在接近
晚年的时候，欣逢《人民政协报》，又有了一又有了一份
崭新而丰盈的收获。

（作者系湖南省炎陵县政协工作人员）

爱上爱上““讲坛讲坛””剪下精彩剪下精彩
黄建林

要说一篇报道成就一个梦想，或许
有些夸大，但一篇报道和一个梦想紧密
相连，于我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人民
政协报》创刊40周年之际，我想分享
自己和《人民政协报》的故事。

1981年，我结束近六年的知青生
活，到河南省滑县原商业局工作。在办
公室，我负责文字工作，经常把一些简
报改成新闻稿，投递给县广播站和市级
报纸。1985年1月，我在陪同局领导
到县盐业仓库调研时，得知一位政协委
员建议盐仓处理加工废弃土盐给酱菜加
工厂，这样一来，盐仓处理了废盐，县
生产供销公司酱菜加工厂场用盐节约了
成本，双方获利。于是，我动笔写了消
息，贴上 8 分钱邮票投给 《人民政协
报》。没想到，2 月 12 日 《人民政协
报》2版便刊登了这篇文章——《政协
委员一条建议，企业获利五千多元》。
我高兴极了，反复阅读。在感谢《人民
政协报》编辑的同时，萌发了当记者的
梦想。

成为一名记者的强烈信念，激励我
抓紧时间多采访多写稿。功夫不负有心
人。我的新闻报道成绩引起市宣传部门
关注。1986年，我被濮阳市广播电视
局调到濮阳市参与筹备濮阳人民广播电

台。1986年7月1日电台开播，真正圆
了我的记者梦。在电台30多年，作为
新闻部主任，我每年都组织记者采访濮
阳市政协会议的报道，非常关注市政协
参政议政的情况，刊发了大量新闻作
品，电台多次荣获市政协宣传报道先进
单位。

退休后，我自费订阅了一份《人民
政协报》，要闻版、统战新闻、民营新
闻，特别是关于书香政协的报道，我都
非常关注。我是濮阳市最美读书会成
员员，，创办创办了社会公益组织——桃花岛读
书会书会，受到濮阳市政协的关注。今年2
月，读书会被濮阳市政协命名为“政协
委员读书驿站”，市委书记万正峰授
牌，市政协主席徐慧前赠书。这让我更
加坚定了为书香政协作贡献的决心。

提笔回忆和 《人民政协报》 的过
往，心里特别温暖。在《人民政协报》
发表的一篇报道，成为我实现记者梦的
动力。从一个下乡知青、业余通讯员到
成为高级记者，我忘不了 《人民政协
报》 的鼓励。在 《人民政协报》 创刊
40 周年之际，衷心祝愿 《人民政协
报》越办越好。

（作者系河南省濮阳市广播电视台
高级记者）

一篇报道与一个梦想一篇报道与一个梦想
胡新会

作为一名青年政协工作者，我虽然从事政
协工作时间不长，但工作的每个点滴瞬间，成
长的每个坚实脚印，都与《人民政协报》一路
同行，《人民政协报》 始终是指引我加速成
长、茁壮成长的“利器”。

她是指南针。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针”。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基层政协如何贯彻
落实？我在“学习与探索”版面的子栏目“实
践探索”关于调查研究的系列文章中，找到了
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明确了政协调查研究应
该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让我能够“想得

透彻”，也“干得明白”。
她是望远镜。“学蜜蜂采百花，问遍百家

成行家。”“政协新闻”“市县政协”“专题新
闻”，是了解政协工作动态动向的窗口，全国
不同层级政协的典型经验、创新举措，工作的
重点亮点特点一览无余，成为我学习拓思路、
借鉴促提升的“最佳帮手”，真可谓“一报在
手，阅尽政协”。

她是百宝箱。无论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
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还是协商建
言、民主监督、思想引领、凝聚共识、联系群
众和加强党的领导、委员队伍建设等基础性工
作，关乎政协工作的一切都可以在《人民政协
报》里找到“金钥匙”、点亮“金点子”，她就
是具有这种“点石成金”的魔力。

前路漫漫，前路亦灿灿。希望我能与《人
民政协报》的下一个40年共同成长、共同进
步，也祝《人民政协报》越办越好。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政协文史资
料科副科长）

指引青年政协工作者成长的指引青年政协工作者成长的““利器利器””
李可

连任四届政协委员，我一直在关注
着《人民政协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
近几年，政协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民生
问题上，开辟了一系列专栏，“有事好
商量”就是其中之一。

日前，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一
些老干部知道我与《人民政协报》打交
道多年，就问我“《人民政协报》创刊
40周年，你有什么感想。”我说，他们
的民生情怀令我难忘。

2021年3月，北张镇燕村通过“有
事好商量”平台开展民主协商，使几年
久拖不决的拆迁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于
是，我们写了一篇《民主协商，真是一
副“灵丹妙药”》的文章，没想到在5
月 13 日 《人民政协报》 头版发表了。
文章还产生了广泛影响，运城乃至省内
外政协来到新绛县政协学习。

2022年6月中旬，北张镇政协联络

员和翠玲在县政协“有事好商量”微信
议事平台上的一条“中药材种植加工产
业红火，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的信
息，引起县政协领导的注意，并组织县
乡领导和政协委员、村民代表以及中药材
种植加工行家里手20多人，在北张镇北
杜坞村党支部会议室就中药材种植加工
进行调研协商。提出“联合村内中药材
种植户，走抱团取暖的道路”“通过招商
引资，解决资金难题”的思路，对此，
我写了 《群众码上说事，政协马上商
量》，并被发表在2022年7月19日的《人
民政协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
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政协报》
也正是以这样的情怀，持续报道和关注

“有事好商量”。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她的民生情怀她的民生情怀令我令我难忘难忘
梁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