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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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
民
政
协
报
创
刊
四
十
周
年
征
文
选
登

专题新闻4 2023年4月22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梁春武 责编 /吕婉莹 校对 /胡颖 排版 /芦珊
投稿邮箱：rmzxbzw@163.com

我
与
人
民
政
协
报
同
行

从部队转业到政协工作五年
多，时间不算长，但与《人民政
协报》却成为“挚友”，她更是
我的“无言老师”，每每读报，
都获益良多。

我大学是学历史的，可能与
专业出身有关，我对《人民政协
报》的春秋周刊情有独钟，每期
必读，有时因为假期、出差等原
因找不到报纸，就从网络上下载
来读，重要文章都用红笔勾画、
眉批，反复精读。

春秋周刊首版每期一个主
题，图文并茂，全方位解读，
就像一篇完整的学术报告，对
了解人民政协的历史非常有帮
助。比如，2022 年 8 月 4 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
一文，将国徽设计竞赛、梁思
成受命修改图案、清华大学图
案 获 得 通 过 等 史 实 展 现 给 读
者，这些细节使读者面对神圣
的国徽会更加肃然起敬。再比
如，今年 3 月 23 日刊登的 《历
史档案中的人民政协》 一文，
分三部分讲述了人民政协诞生
的来龙去脉，其中以“五一口
号”、马迭尔宾馆等为小标题，
把重要时间、地点、人物、事
件等串联起来，辅以原始文件
的影印件，形成现场感、画面
感非常强的“连环画”，引人入
胜。又比如，把民革、民进、致公党、九三学社、
台盟等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合作、协商的历史独立成
篇，加深了读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的理解。

“旧闻新读”多是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
进行的经典战役、战斗，这些如珍珠般的真实故事整
合起来，正是人民军队的发展历史，这也是开展党史
和红色教育的生动教材。比如，今年3月23日《“黄埔
三鹰”率部起义前后》描写的廖运周三兄弟身为国民
党的高级将领，却在解放战争中分别率部起义的史
实，就是党的“三大法宝”综合运用的生动实践。

“朝花夕拾”的“文人轶事”寓读于乐，让人在
轻松惬意的阅读中了解到名家不为人知的性情、处
世、治学等各个侧面，读之或会心一笑，或心生感
慨，或大吃一惊。读的故事多了，有时也曾沉思，像

“出镜率”比较高的梁启超、于右任、蔡元培、陈寅
恪、钱穆等，是怎样在“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
环境中成为大师的呢？他们的成长之路对于当代教育
有无借鉴之处呢？

五年来，我从《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汲取了丰
富的营养，提高了能力素质，在政协几个工作岗位上
都得以成长进步，也获得了许多创作灵感，在各类媒
体发表稿件400多篇 （首），其中多篇 （首） 反映、
宣传我们市政协工作的稿件得到领导认可、点赞。

感谢《人民政协报》这位“无言老师”！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室

秘书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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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连任四届南阳市政协委
员，每天阅读 《人民政协报》 成了
多年的习惯。但作为一名读者和写
作爱好者，我与 《人民政协报》 的
结缘还早于我的委员“生涯”。最早
关注到《人民政协报》，是从多年前
深读这份报纸的春秋周刊、华夏周
末、讲坛、学术家园等周刊和特色
栏目开始的。至今，这些版面依然
散发着浓郁的书香气息，吸引着各
界读者的目光。同时也正是因为这
些富有特色的版面和栏目，成就了
《人民政协报》的格局和气质。

政协特色、书香品位、人文气
质、家国情怀，正是这特有的禀赋
和气质，让 《人民政协报》 40年来
成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可以信赖的助手和朋友，成为人民
政协团结和凝聚人心的一支重要力
量。

在阅读 《人民政协报》 20 年
中，我还有两段特殊的经历。

其一，与贺捷生通信。
贺捷生是贺龙元帅的女儿，当

代著名军旅作家，喜欢阅读的我对

她的一些作品如 《父亲的雪山母亲
的草地》等很熟悉。大约是2016年
6月，《人民政协报》 刊发了贺捷生
的《去成都看红军哥哥》，文章生动
地讲述了贺龙元帅妹妹贺满姑壮烈
牺牲后遗留下的孤儿、贺捷生的小
表哥向轩戎马倥偬的一生。细腻的
笔触把我一下子带回到那战火纷飞
的年代，阅读此文时那种深深的

“带入感”让我心血来潮，提笔给贺
捷生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读后
感”，表达了对人民江山来之不易的
珍惜与敬畏。因为没有贺捷生的联
系地址，就寄给了 《人民政协报》
春秋周刊的编辑代转。后来，大约
在当年的11月下旬，我不仅收到了
贺捷生的亲笔回函，《人民政协报》

还在“委员故事”专栏，摘发了我
的“读者来信”，让我倍感温暖。从
此，我对 《人民政协报》 又多了一
份与众不同的情感。

其二，代吴欢给二月河“传
书”。

吴欢是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新
凤霞之子，曾任十届、十一届、十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与他并不相
识。但通过 《人民政协报》 华夏周
末上一篇关于“香江草根公子”的
介绍，对吴欢先生有了一些了解。
2012年夏天，我在郑州一次会议偶
遇吴欢。会后，吴欢在茶叙时挥毫
泼墨，在我为他富有个性的书法喝
彩时，他问我是哪里人，我随口回
答南阳人。他说南阳人二月河是我

的朋友，我说，那是我的老师。他
又说，那你有没有他的电话，拨通
了问候一下，我就拨通了二月河的
手机，简单寒暄后让他俩通了电
话。电话里才知道，二月河和吴欢
很熟悉，全国“两会”期间，他们
一位是代表，一位是委员，交往颇
多。两人通了电话之后，吴欢先生
展纸挥毫写下“笔底春秋，善恶互
见”的横幅，并附上“二月河仁兄
有此气象”的题款。大抵是说二月
河老师有春秋笔法的功夫吧。

后来在当年的仲秋之际，我把
这幅字送到了二月河家中。二月河
跟我说，吴欢其实并非他自嘲的

“草根”公子，实为名门之后，身上
有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后来我把这

段文化名人之间的翰墨之缘，写成
一篇散文 《文化的彼此仰望》 发表
在《南阳晚报》上，还被评为2014
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二等奖。

这也可以说是《人民政协报》给
我带来的一次机缘吧。没有《人民政
协报》，远在偏僻小城的我，怎么会
有机会了解并由此结识吴欢先生呢？

抚今追昔，物换星移。一纸相
伴，任重道远。一张张 《人民政协
报》 如同一页页日历，记录着人民
政协前进的脚步，传递着大江南北
政协委员的心声，也激励着我把政
协委员的责任扛在肩上，走好履职
尽责的每一步……

（作者系河南省南阳市政协委
员，南阳市房地产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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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人民政协报》 相识于 1984 年，
至今已经是39年的老朋友了。那时全国正
掀起“振兴中华”读书热潮，我到定安县政
协办公室谈“知海书屋”如何组织开展读书
活动时，偶然在报纸架上看见那份《人民政
协报》，翻了翻，觉得内容丰富，可读性
强。当时，我创办的“知海书屋”刚跨入第
四个年头。

1993 年起我连任三届 （五届、六届、
七届）定安县政协委员，对《人民政协报》
更是爱不释手，每期必看，从中学会了如何
调研、撰写提案，如何做好群众的代言人和
向政府建言献策。1994年，多校村有70多
亩农田被糖厂榨蔗废水严重污染，不能种庄
稼，我把此事写成提案提交县政协，引起政
府部门的重视，通过调研协调，筑排污沟，

进行综合治理，农田恢复了耕作。
《人民政协报》 内容丰富，史料性强，

读报、贴报、摘报、藏报是我数十年的习
惯。收到《人民政协报》后，我先浏览一
遍，然后写索引分类登记，再放在“知海
书屋”的报架上供读者阅读。我会积极向
读者介绍春秋周刊的历史故事及“三农”
方面的事例，几十年来，我在每年重大节
日举办“历史的今天”专版报纸展览，见
证历史变迁，见证祖国发展。我还将《人
民政协报》的春秋周刊、华夏周刊、生态
周刊、文化周刊、教育在线等副刊分类剪
贴，方便读者阅读，这些剪贴本成为“百
科全书”，增加了读者对《人民政协报》的
喜爱。

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大部分时间都是

《人民政协报》 帮助我成长。“知海书屋”
开展的读书活动、读书讲座、党史党课讲
坛、普法教育等活动的资料，大部分是从
《人民政协报》 中收集的。我也在 2012 年
被评为“全国读书十大人物”，2016 年被
评为“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21 年被
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评为“全国乡村阅读榜
样”。

如今，看到“知海书屋”珍藏39年的
一本本《人民政协报》合订本，我充满力量
和快乐。虽然已年逾花甲，但我还是坚持订
阅和宣传《人民政协报》，积极参加政协活
动。《人民政协报》是我永远的朋友，我们
一起相伴成长。

（作者系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山椒社区
多校村“知海书屋”创办人）

在你一岁时爱上你在你一岁时爱上你
孙衍吾

初识《人民政协报》时，我还在县政府
办工作。负责报纸分发的我近水楼台，总是
先拿《人民政协报》来浏览一番。当时尤其
钟爱健康周刊，我对一些重点内容进行摘
抄，不知不觉，竟积累了一大本。闲暇之余
翻阅这部“医养宝典”，不但增加了自己养
生保健方面的知识，还了解到一些疾病治疗
的前沿信息。

后来，我被调到政协办工作。政协有自
己的运转特色和规则章程，干了几天办公室
工作的我做文秘工作能胜任吗？恰好，邮递
员送来一摞报纸，看到最上面的《人民政协
报》，我眼前不禁一亮。《人民政协报》的内
容有居高望远的深邃，也有鞭辟入里的循循
善诱，更有脚踩泥土的平实质朴，对我了解
政协、熟悉政协工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和指导作用。有这位“老师”做后盾，我何
惧之有呢？

到政协办公室工作后，我正式与《人民
政协报》相交。她是我们了解“上情”的重
要渠道。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召开的重要会
议、举办的重要活动、领导重要言论等，会

及时在要闻版发布，让我们了解掌握上级声
音，在工作方向上保持合拍同频。她是我们
交流学习的重要载体。各地政协工作方式是
怎样的？兄弟政协践行职能探索出何种途
径？大家工作有何新特色？打开政协新闻、
市县政协、专题新闻等版面就会了然于胸。
她是我们洞晓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窗口。打
开春秋周刊，看亲历者娓娓讲述，浩瀚历史
烟云滚滚而来，一报在手，便可泛舟史海，
拨开历史迷雾，洞悉历史风云。她是我们
获悉民生民意的窗口。民意周刊、教育在
线、关注等版面总是第一时间关注民生热
点，说百姓话，言百姓声，为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鼓与呼。她是我们心灵憩息的庄
园。徜徉在学术家园、宝藏、摄影等版
面，可管中窥豹，阅尽人世百态。还有财
经周刊，为我们了解经济发展打开了独特
的观察视角，生态周刊徐徐绘就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神州画卷，两岸经
合周刊让我们深刻感念祖国母亲对远方游
子情真意切的声声呼唤……

与《人民政协报》相识后，她成了我工

作中的重要助手。在她的滋养下，我履行起
岗位职责越来越得心应手。这几年，随着媒
体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民政协报》有
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网站、数字刊物平
台，无论通过电脑还是手机，都可以随时随
地阅览学习。我经常给同事、委员转发报纸
上的内容，身边不少同事也像发现了宝藏，
纷纷下载安装报纸的手机App。多年来，我
县政协的履职工作一直亮点频出，走在了全
市乃至全省前列，我想应极大得益于我县政
协人的学报用报。

在政协工作已有十余年时间，从喜欢到
钟爱，从钟爱再到离不开，我已经成了《人
民政协报》的忠实读者，每天读报是我雷打
不动的习惯。

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砥砺奋进，四
十年风华正茂——在 《人民政协报》 创刊
40 周年之际，我愿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
她：愿她永葆朝气，行稳致远，拥抱更加美
好的明天！

（作者系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政协办公
室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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