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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我点亮一盏心灯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邮差自行车

后绿色邮包里的那张《平顶山日报》

充满了向往。心里憧憬着她的美好，

促使我在闲暇时总往村部里跑。手

捧这张报纸，一股清香沁入心脾，细

读每一篇文章，我仿佛触摸到了鹰城

的大动脉。

我开始期待，有朝一日自己的稿

子能发表在《平顶山日报》上。1996年

秋季，满怀梦想的我带着锅碗瓢盆进了

城，凭借着兜里的一本在小报上发表的

稿件剪贴，有幸进入了郏县人民检察院

政研室当了一名临时工。在那里，我终

于和朝思暮想的《平顶山日报》朝夕相

处了！每天上午一上班，她就翩翩来到

办公桌上。把她捧在手里，我陶醉于她

馨香的味道、精彩的文字里不能自拔，

仔细品读每一个专栏、每一篇稿子，收

获着激动和快乐。

那年秋季，我和友人去了趟堂街

镇的紫云山，回来后写了一篇游记，

装进信封投给了《平顶山日报》。没

想到的是，刚过几天，这篇散文就在

“落凫”版发表了，编辑老师还把文

章的标题《紫云山漫记》修改为《魂系

紫云山》。捧着当天的报纸，我激动

不已，心里充满了对编辑老师的感激

之情。

次年，我来到郏县农行办公室工

作。当时，正好赶上农行融入资金支

持企业兼并改制，我就采写了一篇新

闻稿件。为了尽快发稿，我忐忑不安

地敲开了编辑室的门。一声热情的

“请进”，让我紧张的心平静了不少。

进入编辑室，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编辑

正在伏案工作。她放下手中的稿件，

示意我坐下，笑容亲切。我把稿子递

过去，紧张得额头上布满了汗珠。她

接过稿子，当即就仔细地看了一遍，

欣喜的笑容洋溢在美丽的脸蛋上。

“嗯，不错，以后多写点像这样有分量

的稿子！”老师鼓励我说。

次日，我拿到报纸，欣喜地发现

稿子发表了，标题是《当“月老”牵一

根红线 备“嫁妆”铺一层家底 农行

郏县支行帮企业寻如意“郎君”》。我

正仔细看着，只见行长拿着报纸来到

办公室，夸赞这篇报道有深度、有分

量，尤其是标题特别醒目。他笑着

问：“稿子的标题是你写的吗？”我如

实回答说是编辑老师重新制作的。

行长和蔼地鼓励我说，好好向人家学

习，慢慢提高自己。

我原以为编辑是高不可攀的，没

想到是那么平易近人。从此，编辑老

师的形象在我的心里更高大了。时

至今日，首次与编辑老师的相见我仍

记忆犹新。

此后，我每次投稿都恭敬地在信

封上注明敬请编辑老师收的字样。

随着在报纸上发表的稿件逐渐

增多，我的新闻采写水平也日益提

高，并结识了报社的几位记者老师，

和编辑老师更是心有灵犀，心里有啥

感想总想和编辑老师倾诉一番。那

时，所在单位清退临时工，我失业了，

成了一名业余通讯员。我把心里的

苦向编辑老师诉说，编辑老师鼓励我

说：“不要气馁，只要心怀理想，多发

好稿，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岁月荏苒，《平顶山日报》陪我走

过了青葱岁月，我在她的栽培下逐渐

成长起来，并有幸进入报社工作，从特

约通讯员成长为一名记者。

感恩，《平顶山日报》培养了我，

成就了我的人生理想！

今年是《平顶山日报》复刊 40 周

年，而我也从当年的桃李年华逾过了

不惑之年。掐指算来，我与《平顶山

日报》已有 20多年的情缘了。

与《平顶山日报》结缘是在 2001

年。当时，我还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

研组组长兼毕业班班主任。那年中

考庆功会上，我无意间听说县委宣传

部招聘工作人员。第二天，我便坐车

去县委宣传部报了名。这时才弄清

是县委宣传部招聘《平顶山日报·叶

县版》采编人员，我各方面条件倒也

符合。

在随后的考试中，可能是心态比

较好，也可能是喜欢写作有一定的积

淀，我幸运地进入面试，还挤进前三，

最终被录取。

给学生上完最后一节课，交接好

工作，我含泪告别前来相送的学生，

开始了新的征程。自此，我与《平顶

山日报》结缘。

由于人手少，《平顶山日版·叶县

版》实行的是采编一条龙。我们既要

采访、写稿子，又要编辑版面。如果

说起初写新闻稿是在原有的基本功

上比猫画虎，而编版则全靠自己的学

习和揣摩了。那时候，我们没有自己

的电子排版系统，排版得用版样纸画

版。画版前根据事先分拣出的不同

版面的稿件确定每版头题、二题、三

题、报眼、倒头题、报缝等不同位置的

稿子，之后便是认真阅读、仔细修改

每篇稿件，并根据字数多少在版样纸

上画版。横排、竖排……为了排出美

观大方的版式，我们往往要画出不同

版式，最后确定最佳方案，为此也不

知道熬了多少个夜晚。

为了提高技艺，闲暇时我不停地

翻看报纸，一则寻找新闻灵感，学习

新闻的技法，二则学习版面的编排技

巧。最后，画好的版我们会送到《平

顶山日报》编辑部，让报社编辑老师

进行电子排版，我们则等着电子版出

来后再认真校对、修改，最后总编签

字后方可离开，此时也往往是凌晨

一两点了。有时在回家的路上想起

来某个地方不恰当，我们再打电话

给 报 社 编 辑 老 师 进 行 修 改 。 在 同

《平顶山日报》编辑老师打交道的过

程中，我也得到了老师们关于新闻技

法的不少真传。

后来，有了电脑、数码相机和自己

的电子排版系统，无论是采访、写稿还

是编辑版面，效率大大提高。我也不

满足于在《平顶山日报》上只发些小

“豆腐块儿”文章，就从新闻的选材、语

言、结构到技法上进一步锤炼，让稿件

更加生动、有趣，让受众更喜欢读。慢

慢地，《平顶山日报》的重要位置有了

自己的稿件。

在撰写工作稿之余，我最喜欢采

写一些基层带有露珠和泥土气息的

稿子。多年来，采写的稿件也有不

少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国内重量级新闻媒体，但许多工作

稿都如过眼烟云印象模糊了。而当

时 发 表 在《平 顶 山 日 报》二 版 头 题

“百姓故事”栏目的稿子我仍历历在

目，也一直珍藏着。《痴情女演绎真

挚爱情》《田淑芬：让孩子延续自己

的梦》《庄稼人周学海的赤子情怀》

《郭三和他的农民文化大院》《好人

郑 新 让》《老 农 张 占 安 的“ 长 征 ”

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

桩桩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一直感

动着我、激励着我，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在我工作

失意的时候给我安慰、给我方向，这

也许是多年来《平顶山日报》回馈给

我最好的礼物吧。

如今，我已经调离了原来的工作

岗位，离开了心爱的宣传文化事业，

但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情怀不变。

如今的《平顶山日报》如一棵大树枝

繁叶茂，在复刊 40 周年之际，回忆起

与她 20多年来的情缘，《平顶山日报》

就像驻在我内心深处的灯塔，仍然在

照亮我前行的路……

由一个深山沟里的放羊娃一步

步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调入

文联工作，回顾我走过的文学路，我

对《平顶山日报》的编辑老师永远怀

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我十几岁时父亲病故，弟弟妹妹

们又小，我被迫辍学，接过了父亲的

放羊鞭。上山放羊时，我带着书和别

人用过的废纸，羊在树荫下休息，我

就蹲在羊群旁边看边写。晚上归来，

就坐在昏暗的柴油灯下写作。冬天

柴油上冻了，就用火烤化再点着。瞌

睡了就打开冰凌茬子，用冷水洗把脸

再写，手冻得又红又肿，寒风一吹，裂

开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子……我写

啊写，在快要绝望的时候，收到了《平

顶山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说

收到了我的稿子，肯定了成绩，指出

了不足，望继续努力，盼加强联系。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不知姓名的编

辑写给我的亲笔信，给了我很大的鼓

舞，又一次点燃了我的写作热情。

后来《平顶山日报》副刊接连编发

了我的《谈谈我是怎样自学写作的》

《行路难》《汝州行》《宋宫御酒传奇》《改

革开放圆了我的作家梦》等 90余篇散

文、小说、报告文学。这些作品的发表，

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被破格录用为

乡文化站专干，并转为国家干部，1994

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这些年来，我前进的每一步，取

得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平顶山日报》

分不开。我每次到编辑部，老师们都

是嘘寒问暖。当我像一位疲惫的旅

行者，一位傻乎乎的山民一样坐在

《平顶山日报》编辑部时，我感到一种

温馨和友情。他们都是称职的好编

辑，都有着强烈的敬业精神。《平顶山

日报》的女编辑像《编辑部的故事》中

的戈玲，心好面善，令人喜欢，而男编

辑则像冬宝，总是笑笑嘻嘻的。

当我每天捧读散发着油墨香的

《平顶山日报》时，总在想这字里行间

浸润了作者、编辑、校对、总编多少心

血和汗水啊！因为我也曾编过报纸

杂志，个中甘苦，自有体会。当编辑

难，当个好编辑更难。当编辑是为他

人作嫁衣裳，是无名英雄。他们用自

己聪明的才智和灵巧的双手，编织着

《平顶山日报》流光溢彩、吐艳飘香的

春夏秋冬；他们用感情的丝和彩色的

线，描绘着我们鹰城的春华秋实，描

绘着生活的甜蜜！

《平顶山日报》是鹰城人自己的

报纸，她记录着乡亲们欢乐的歌声，

绘下了乡亲们甜美的笑靥。

她，揽我入怀助我圆梦

她，在我心中竖起灯塔

她，用墨香带我寻远方

▶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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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书
贤

▶
范
小
英

她，让我的生活更精彩
◇ 刘勤

不经意间，我与《平顶山日报》相

遇已有 36年。

初次与《平顶山日报》相遇是在

1986年。当时，我还是郏县广播站的

招聘编辑，听说郏县要划到平顶山市

管辖了，因为喜欢文学就试着给《平

顶山日报》投了一篇散文，没想到几

天后就收到了副刊编辑张黑吞的来

信，让我修改稿子，并提出了修改意

见。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张黑吞老

师寄来的样报。《故乡的紫荆花》发表

在 1986年 2月 18日的“落凫”版上，闻

着丝丝墨香、看着行行铅字，一种满

足感和幸福感溢遍全身。

从此，我与《平顶山日报》特别是

与“落凫”版的情缘就再难解开了。

从陌生到相知，从神往到默契，

心的吸引使我躁动不安的灵魂有了

寄托。我一写几十年，欲罢不能。我

统计过，曾有两年我在“落凫”版发稿

数量都是第一名。这是《平顶山日

报》对我的厚爱，更给了我写作的动

力，为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助

我实现了文学梦想。我的散文集《时

光里的印痕》出版前，整理稿子时我

才发现，书里的文章多数是在《平顶

山日报》“落凫”版首发的。散文集

《原乡》是写古村落的，书中的篇章基

本上都在《平顶山日报》的文化版上

发表过。散文《水墨尧山》发表后好

评如潮，获得平顶山市首届游记大赛

一等奖。有人打电话说：怎是一个

“美”字就可形容得了的！尧山景区

应该感谢你！我说最应当感谢的是

《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日报》是一个

摇篮，让一个个蹒跚学步的丑小鸭成

为飞向云端的白天鹅。在编发作者

稿件的同时，副刊编辑们还把作者的

稿子向外推送，我的《初秋》《渡口春

秋》等稿子就是经他们推荐而获全国

报纸副刊一、二等奖的。

早年，我还写了大量新闻作品，

《平顶山日报》究竟给我发了多少篇

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其中有些社会影

响很大，我记忆犹新。如《李家三兄

弟为国家输送 8 个大学生》发表在

1986 年 9 月 3 日的日报一版头题位

置，报社还配发了短评《李家兄弟给

人的启示》，被李口人争相传阅，成为

佳谈。这篇文章还被评为 1986 年度

全市好新闻一等奖。这一年，我在

《平顶山日报》发稿 36篇，被评为优秀

通讯员。1994年，《平顶山日报》有个

专发纪实文学的栏目叫“社会长廊”，

我在这里发了《千金悲歌》《迷信悲

歌》等 8 篇纪实文学作品。2011 年 11

月，在政协平顶山市委员会成立 30周

年之际，我采写的专版文章《乘风扬

帆铸辉煌 开拓进取谱新章》和介绍

政协知识的系列文章在社会上影响

很大，让群众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结缘《平顶山日报》后，我有了好

几个剪报本，一本是剪贴我自己文章

的，一本是剪贴日报上好新闻稿的，一

本是剪贴日报上散文作品的。剪报本

贴了一本又一本，从这些经过编辑们

的手编出的文章中，我学到了写新闻

的技巧，找到了文学入门的真谛，写作

水平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

说实在话，向《平顶山日报》投稿

这些年，编辑没有认识几个，有些也

仅是电话联系过。好多编过我稿子

的人甚至多年还未谋过面，可他们并

没有看人下菜，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

了他们的缜密严谨、善良真诚、朴实

厚道。

《平顶山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

给了我说不完的教益和道不尽的充

实。缘于此，我的散文创作也小有成

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南

日报》《散文选刊》等报刊时有发表，

我也从当初的一名农民通讯员成长

为一名文字工作的行家里手，成长为

一名县级干部、一名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一晃《平顶

山日报》与我相伴了将近 40年。船的

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无论

岁月如何更替，我的心里有一种情感

始终没变，那就是对《平顶山日报》的

热爱与痴迷。因为凡尘俗世，我需要

这样一个良师益友，为我点亮一盏心

灯！这种情缘将继续激励我不忘初

心 、砥 砺 前 行 。 来 日 方 长 ，岁 月 可

期。我会继续在《平顶山日报》这片

沃土上耕耘，只有这样，心才不会干

涸，生命就永远保持着激情。

真心祝愿《平顶山日报》越来越

精彩！

往事如烟，一转眼 40 年过去

了，每当我想起自己从一位农民到

进城打拼成为工人，并且“农转非”

带家属，我就打心眼里感谢《平顶

山日报》，没有《平顶山日报》就没

有我的今天。

我家住叶县叶邑镇汪寨村。

上世纪 80年代末，我怀揣梦想，来

到平顶山市一家建筑企业干临时

工。

可在那时，家中经济条件差，

靠 什 么 才 能 够 尽 快 实 现 梦 想 ？

就 在 我 彷 徨 、迷 茫 时 ，1991 年 初

春，当时的卫东区新闻中心主任

古 国 凡 让 我 参 加 平 顶 山 日 报 社

举 办 的 通 讯 员 培 训 班 。 也 就 是

这次培训，让我走上了新闻写作

之路。

1996年的一天早上，下着蒙蒙细

雨，我写了一篇“卫东区建委对全区安

装建筑、专业施工、装修、装饰企业，实

行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新

闻短波。为了使新闻早点发表，我

冒雨骑自行车把稿子送到平顶山

日报社，返程时，雨下大了，为不耽

误上班，我租了一辆三轮车，把自

行车放到三轮车上回到了单位。

稿子很快在《平顶山日报》发表了，

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好评。从此，

无论炎热的夏日，还是严寒的冬

天，只要有新闻线索，我都积极去

采访。

为了成为一名称职的通讯员，

我把写新闻当作分内的事，做到

“四勤”，即眼勤、腿勤、脑勤、手勤，

不怕吃苦。同年春天的一天我骑

自行车回老家，风尘仆仆刚进村，

就听到村里人说，夏庄村养长毛兔

发了财，我听后，立马骑自行车到

夏庄采访。说明来意后，夏庄村党

支部书记热情地告诉我：“前几个

月养兔专业户确实收入可观，近几

个月降价了，没人收，少的几十只，

多的 200 多只，眼下，养兔专业户

心急如火。”我同村干部逐户走访，

有的养殖户兔毛就存有几百斤。

我采访后连夜写了篇稿子，题为

《村里干部勤相助 村民走上致富

路》。很快，稿子在《平顶山日报》

发表了，半月后，一外商看到这篇

报道后，开着大车到夏庄村高价收

走了兔子、兔毛，解决了村民的后

顾之忧。

从 1991 年至 1997 年，我连年

被 平 顶 山 日 报 社 评 为 优 秀 通 讯

员。因此，不论在本单位，还是在

家乡我都名声大振，工作单位积极

为我家申报“农转非”，解决我的后

顾之忧，家乡邀请我回去采访，老

朋友送给我一个绰号“自学成才的

土记者”。很快，我和妻子、两个儿

子都实现了“农转非”，尤其是妻子

和儿子还免缴了城市容纳费，享受

了国家的补贴。我打心眼儿里感

谢《平顶山日报》。

2019年，我被“鹰城企业家”聘

为采编人员，并成为平顶山市作家

协会会员。如今，我虽然已退休，

但我的晚年生活很充实，享受到了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幸福生活。

历尽沧桑，春华秋实，我感受到了

《平顶山日报》的温暖，它在我心中

似座高高的灯塔，为我照亮了前进

的征途，在此，我衷心感谢《平顶山

日报》的编辑、老师对我多年的支

持、帮助、鼓励、关心，我从没有忘

记，是党的改革开放和《平顶山日

报》改变了我的人生。

她，见证我的美丽蝶变
◇胡留卿

大学毕业分配到平顶山，一转

眼已经 33年了，但真正与《平顶山

日报》亲密接触也只有 10多年的时

光。

那是 2010 年岁首，《平顶山日

报》“读者之声”的百姓话题栏目有

一期话题是“2010，我的期盼”，感

觉有话可说，就有感而发按照邮箱

发出去了，谁知没过几天就刊登出

来了，内心有点窃喜与得意。其

实，以自己的年纪早已不该有这样

的感受了，但就是有说不出的高

兴，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我

不仅关注百姓话题，而且关注《平

顶山日报》的其他栏目，比如“家庭

沙龙”和“大家谈法”，自觉是一个

坚持的人，几乎每期都写，经过编

辑老师的润色多有发表。几年下

来，我将刊载有自己“豆腐块儿”的

报纸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陆陆续

续也积攒了一小摞，闲暇时翻翻看

看，回忆那些美好的日子，有说不

出的充实。

有一年的教师节前后，我的一

篇关于教育教学的随笔《给每一

朵 花 盛 开 的 理 由》在《平 顶 山 日

报》上发表，更增添了我写作的信

心，几年下来，除了发表教育论文

之外，我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多

篇散文。

我是一个内向而不自信的人，

交友圈子比较窄，与人说话就羞怯

脸红，所以遇到社交场合总是尽可

能回避。自从接触了《平顶山日

报》，我感觉视野更开阔了，人也变

得开朗了，能积极参与人际交往活

动。记得一次参加一个心理学沙

龙活动，主持人让每位来者都简要

介绍自己，当我介绍自己是来自平

顶山市第二高级中学的刘勤时，就

感觉周围有异样、惊喜的目光。沙

龙结束后，有好几个人过来跟我打

招呼：“你就是刘勤呀，在报纸上经

常看到你写的文章。”被人这样称

赞，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因为《平顶山日报》，我结识了

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平顶

山日报》为我的人生开启了一扇

窗，透过这扇窗可以看到外面多姿

多彩的世界。

茶余饭后，读一份留有墨香的

《平顶山日报》，是难得的享受。读

“落凫”，高淮记老师、曲令敏老师

等人的文章除了令人齿颊留香外，

还给人悠悠的遐想和绵长的回味；

“闲情逸趣”在让人捧腹之余，还引

人反思、催人奋进；“健康”让人关

爱生命、活出精彩；在“教育”专版，

品读同行的文章，给自己的教育教

学更多的启迪与帮助。岁末年终，

《平顶山日报》总要汇总一年来国

际国内的大事记，对一名思政课教

师来说非常及时、必要。

2013年暑假，读大学中文系的

女儿在平顶山日报社实习一个多

月，王孟鹤老师是其实习老师。女

儿每天早早起来，跟王老师一起去

采访，晚上还要熬夜写稿。经过一

个暑假的实习，女儿采写能力有了

很大提高，回到学校做校报记者、

编辑，可以独当一面。

《平顶山日报》是中共平顶山

市委机关报，传递党中央的声音责

无旁贷。如果说这是“高大上”的

话，那么《平顶山日报》还很接地

气，她关注民生，服务大众。这段

时间有一个栏目“民呼必应”，每周

一次，特别受老百姓的欢迎，实实

在在为民鼓与呼，为老百姓解决了

许多难事、麻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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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