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为父老镌青史 心血乐伴时光流
—— 祝贺《宝鸡日报》出刊 10000 期

◎卢愚

“ 咱 宝 鸡 日 报 出 刊
10000 期了！” 

2 月 5 日 前 三 天，
当我在省审读中心楼顶
接到报社这个电话的时
候，瞬 间，像 被 幸 福 的
电 流 击 中 似 的 : 惊 喜、
自豪、喟叹，一时间百感
交集，难以名状，只是从
心底迸出了一句话—— 

“热烈祝贺啊！”
此 刻，我 要 再 次 向

辛勤奉献硕果的宝鸡报
人 致 贺，同 时，感 恩 广
大读者几十年的倾情相
伴，感 谢 各 方 领 导 长 期
的扶掖指导！

没 有 想 到，在 生 命
的沙漏所余不多的日子
里，我 还 能 遇 上 这 个 历
史性的时刻！

我 悄 悄 算 了 个 账，
这 10000 期 报 纸，若 按
期 发 5 万 份 计 算，已 为
宝鸡父老乡亲奉献了 5
亿 份 报 纸，张 张 连 接 起
来，可 以 绕 赤 道 11 圈，
铺满整个宝鸡大地的山
山水水！

这 10000 期 报 纸，
镌 刻 着 36 年 的 宝 鸡 历
史，凝 结 着 砥 砺 奋 斗 的
时 光，珍 藏 着 改 革 开 放
的画面，回响着 370 万西
府 人 民，在 历 届 市 委 领
导 下 改 天 换 地、快 速 发
展的动人乐章！

这 张 报 纸，诞 生 于
上世纪改革开放号角劲
吹 的 年 代。当 时，作 为
我国西部仅次于西安和
兰 州 的 发 达 城 市，宝 鸡
很需要一张内外交流的
报 纸。于 是，根 据 市 委
决 定，1984 年 春 夏 之
交，我 受 命 开 始 了 筹 办
工作。

时 值 印 刷 技 术“ 铅
与 火 ”的 年 代，一 切 从
零 开 始。到 河 北 邢 台 买
来 一 部 二 手 轮 转 机，在
一个集体小印刷厂里艰
难 起 步。一 个 一 个 地 手
捏 着 铅 字 排 版，伴 星 待
月，天天熬过子夜时分。
1985 年 元 旦，终 于 向 社
会发出了创刊号。

虽 然 创 刊 步 履 维
艰，却 留 下 了 许 多 难 忘
的“唯一”和“第一”。如 :

曾是全国唯一没有
固 定 办 公 场 所 的 报 社，
十年迁租，六次搬家，直
到 1994 年才有了自己的
社址。其间，租赁住宅公
司一座小楼，吃住局狭，
曾将一层厕所改造为职
工灶房 ；平时只能坐三
轮摩托去开会、采访，成
为史上一桩桩笑谈！

全 省 第 一 家，面 向
社 会 公 开、公 正 地 招 考
记 者，擢 拔 了 一 批 基 层
新闻精英。

全 国 地 方 报 社 第
一 家，向 对 越 自 卫 反 击
战老山阵地派出记者采
访，引起轰动。

全省第一家组织记
者，骑 着 自 行 车 去 采 访
百强村，出版《骑行千里
访百强》一书。

在西部首家筹办党
报所属的《西部周末》专
刊，并挟报到车站、市场
当街自卖。

连 续 十 年，在 全 国
地市报和全省新闻评比
中，文字、摄影获奖双双
名 列 前 茅，并 获 全 国 首
届总编辑摄影奖。

首 倡 社 会 新 闻 上
头 版，开 发 的 专 栏《 昨
日 直 击 》，和 央 视《 焦 点

访 谈 》、人 民 日 报《 今 日
谈》，同批获得中国新闻

“好专栏”奖……
在一代代宝鸡报人

辛 勤 努 力 下，这 张 报 纸
高 峰 时 期，曾 实 现 了 日
发 12 个 套 彩 大 版 的 目
标。紧 密 配 合 全 市 中 心
工 作，满 足 群 众 多 样 化
的 精 神 需 求，成 为 一 张
蜚 声 全 国 的、靓 丽 的 宝
鸡名片！

从初创时期到目前
的 事 后 阅 评，我 庆 幸 自
己 一 生 与 它 的 相 伴，目
睹了一代代报人的筚路
蓝缕，踔厉奋发，宵衣旰
食，不 计 毁 誉，埋 头 苦
干，可以说，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精彩！

包括印刷岗位的工
人 朋 友 们，他 们 几 十 年 

“夜半而作，日出而息”，
难 睡 正 常 觉，青 丝 变 白
发，为 党 报 贡 献 了 生 命
韶光，无怨而无悔。每当

黎明，我在卧室窗边，听
到 印 刷 机 的 轰 鸣 消 歇，
他们扛起报捆走向邮车
的 声 音，我 都 会 感 到 由
衷的心疼和敬佩！

当 这 10000 期 大 家
心血共同喂养的纸鸢，飞
向陈仓大地之际，请接受
我，一个新闻老兵，向你
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你
们对这座城市历史性的
贡献，永远不会磨灭！

遂草一首感赋 ：
半生心血育纸鸢，
梯队接力岂等闲？
笔尖点落陈仓月，
双脚走亮鸡峰天。
字磨春秋白鬓丝，
镜摄万瞬染苍颜。
且喜父老知音在，
青史留篇梦也甜。 

“莫听穿林打叶声”，
“风物长宜放眼量”！

虽然，如今在“人人
皆媒”的互联网时代，报
纸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少

了 热 度，但 它 独 特 的 介
质优势和可靠的传播功
能，将会永远存在。作为
党 和 国 家 的 执 政 工 具，
作为人民心中公信力的
象 征，它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优势。

放 眼 世 界 ，特 别 是
中 美 日 等 纸 媒 大 国 ，虽
然 非 主 流 的 、都 市 类 的
报 纸 ，在 不 断 凋 零 ，但
8 0 % 报 纸 依 然 挺 立 ，
并 在 融 合 发 展 中 昂 然
前 行 。

我们作为党和国家
引导舆论“第一方阵”的
成 员，应 该 牢 记 伟 人 的
这些警言，定神远望，挟
万 期 报 纸 刊 发 之 雄 风，
更 加 坚 毅 地 前 行，作 出
更大的贡献！

（卢愚 ：中共陕西省
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电影
审读中心专家，宝鸡日
报社原总编辑）

金鸡报晓正当时
◎吕向阳

时 光 飞 逝。1985 年
那个牛年，我进了宝鸡报
社的大门，在即将迈进又
一个牛年门槛之际，报社
的同仁们传递给我一个
喜讯：2月5日《宝鸡日报》
正好出刊一万期！当年
那个二十四岁的毛头小
伙，如今已年届花甲。我
的这 60 年中，有 34 年是
在宝鸡日报社度过的，算
得上一个真正的“报人”。
我们的青春年华都化作
了一只只黑色的蛱蝶，我
们用汗水浇出了一棵棵
多彩的信息树。我们这些

“报人”，称得上是时代风
云的记录者，也称得上是
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一万期，叠加起来可
能不止绕地球一两周……

一万期，如果把每个
字当作一块砖，肯定能砌
起一座万里长城……

一万期，如果每期平
均按八万字计算，有多少
记者为保证按期出报，写
出的稿子累计起来不亚
于一部长篇小说……

一 万 期，谁 也 想 不
到创刊时巴掌大的小报，
曾经每期达到八版、十二
版，报社由十多人发展壮
大到二百多人，《宝鸡日
报》在全国都算得上名牌
报纸，而且在报网融合的
路上破茧重生……

一万期，让宝鸡日报
社成为一座本埠稀有的

“精神大厦”，传播党的方
针政策，讴歌先进、英雄，
聚焦经济主战场，加力文
化自信，如今的宝鸡不缺
物质大厦，但缺的是这样
的“精神大厦”……

我离开报社已经两
年 多，但 感 觉 那 三 十 四
年，活 得 很 充 实，活 得
有 滋 味，活 得 很 清 纯。
我 当 过 记 者，在 与 人 民
群众的水乳交融中让我
明白 ：百姓是这个世界
上最好的人！我当过总
编，我 记 着 前 任 两 位 总
编的口头禅 ：“总编辑是
攻 坚 梯 队 的 队 长！”所
以 再 忙 再 累，我 没 有 放
下手中的笔 ；而熬到星
稀 鸡 鸣 时 分，改 稿 制 题
纠 错，让 我 感 到 什 么 是
担当。每个记者、编辑忠
于 职 守、无 私 奉 献 的 精
神，时时感染着我，让我
感受到这支队伍是能打
硬 仗 的 队 伍，不 愧 是 周
人的后代、秦人的后代。

三年前的一个冬夜，
一名校对在下班后，刚下
报社大楼就被一辆汽车撞
了。这位年轻的母亲当晚
准备给孩子选报升学志
愿，平时晚上回到家女儿
已进入了梦乡，唯独那个
夜晚下班时是十点半，却
出了意外。她没有发表过
一篇作品，她默默无闻地
奉献着，大不了在报缝中
有不显眼的校对名字。追

悼会上，我只记得哭声一
片。还有我们的印刷工常
常从晚上十一点熬到天
亮，让五万份报纸按时出
版。我当过社长，面对媒体
融合这道坎，大家攻坚克
难，敢于亮剑，使“掌上宝
鸡”声名鹊起。面对广告滑
坡，我们走出了多元经营
的新路子，保住了饭碗。我
们处在一个极具风险极具
挑战的年代，但这也让我
们练就了硬本领、真本事。

一 万 期 报 纸，张 张
都散发着油墨香。从创刊
时，这 张 报 纸 就 心 系 人
民、扎根百姓，犹如鱼儿
离不开水、大树离不开土
一 样，所 以 报 纸 也 深 受
百姓欢迎。质朴的文风，
时尚的设计，标题的点石
成金，消息的短小精悍，
通讯的生动活泼，评论的
有的放矢，每张报纸都是
精美的精神食粮。日积月
累，薪火相传，报纸的质
量有口皆碑。

一 万 期 报 纸，张 张
都 散 发 着 正 能 量。我 们
推 出 的 英 雄 人 物、草 根
典 型、道 德 模 范，像 星
座、像森林。西秦大地是
一 个 英 雄 辈 出 的 地 方，
而《宝鸡日报》报道英雄
人 物 总 是 第 一 时 间、最
快 速 度。为 救 人 牺 牲 的
宝鸡文理学院大学生任
培、为 给 学 生 取 考 试 卷
子冒着狂风暴雨栽进河

中 光 荣 献 身 的 谭 龙 一、
十三年替子还债的诚信
老 人 严 平 安、周 原 大 地
上道德模范董彩霞……
他们是丰碑、是楷模，记
者们手中的笔因他们而
有了厚度和温度。1985
年，我 被 派 往 云 南 前 线
采访，走访了 30 多个阵
地，采访了 360 多名最可
爱 的 人，蜷 缩 在 猫 耳 洞
内 耳 边 炮 弹 声 如 惊 雷，
每一笔写起来都是那么
惊 心 动 魄。而 每 到 一 个
阵 地，都 有 十 多 位 战 士
护 送 着 我 们，他 们 把 怀
中积存多天舍不得吃的
压 缩 饼 干 让 给 了 我。一
个 月 血 与 火 的 洗 礼，我
发回了十万字挟雷裹电
的 战 地 报 道。而 我 离 开
前 线 后，张 新 奎 等 宝 鸡
籍参战人员却光荣牺牲
了……宝鸡报在双拥城
建设中也值得写一笔。

一 万 期 报 纸，张 张
都记录着这个城市的变
化。我 们 是 城 市 的 守 夜
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2014 年，在 宝 鸡“ 创 文 ”
的 关 键 时 刻，宝 鸡 日 报
连续组织市民 8 次捡垃
圾，这 个 城 市 的 卫 生 死
角变得干净起来。《宝鸡
日报》是嘹亮的冲锋号，

“党报姓党”的坚实理念
让报纸践行着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举旗帜、聚
民 心、育 新 人、兴 文 化、

展形象”的光荣使命。
一 万 期 报 纸，张 张

都折射着文化自信的理
念。《宝鸡日报》的“文化
周刊”“文学周刊”，挖掘
了 地 域 文 化，弘 扬 了 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
文 化，培 育 了 一 个 个 文
化 新 人。从 青 铜 器 到 文
化 名 人，从 村 子 的 故 事
到 名 家 之 作，可 以 说 在
全国地市报中少有如此
热爱文化、传播文化的。
几 年 前，我 们 的 记 者 到
岐 山 县 一 个 村 采 访，听
说 是《 宝 鸡 日 报 》记 者
来了，一位老者说“你等
着！”记 者 以 为 有 什 么
事，结 果 老 者 请 来 了 村
上 锣 鼓 队，以 最 高 礼 仪
欢迎记者，原来是“村子
的 故 事 ”登 载 了 这 个 村
的渊源和现状……一张
有文化的报纸就这样有
了灵魂，有了扩张力。

一 万 期，还 有 二 万
期、三万期。报纸也许有
一 天 会 变 成 别 的 载 体，
但 万 变 不 离 其 宗 ：“ 内
容为王”。在这个转型时
期，唯 有 守 正 创 新 才 能
出奇制胜！长江后浪推
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金 鸡 报 晓 正 当 时，推 陈
出新后者强！

（吕向阳 ：宝鸡市文
联主席，宝鸡日报社原
社长、总编辑）

我市三作家秦岭全国赛获奖
本报讯 在第 8个“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

到来之际，备受关注的“美丽秦岭我的家”全国创作

大赛 3月 15 日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举行颁奖礼，

胡宝林、荒原子、车丽丽等我市 3名作家榜上有名。

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

象征。为了唤起更多人关注秦岭、保护秦岭的意

识，增强环保行动力，西安市秦岭保护局、西安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西安日报社联合举办“美丽

秦岭我的家”全国征文、书画、摄影（视频）作品大

赛。活动自去年 10 月下旬启动后，短短月余时间

就收到全国各地投稿 2000 余篇（幅），其中散文作

品 500 余篇、诗歌 1000 余首、书画 80 余幅、摄影

作品 600 多幅，参赛作品主题涵盖秦岭自然资源、

文化乡愁、生态环境、民风民俗等领域。最终选出

各个类别的一二三等奖，其中赵丰的散文《秦岭鸟

语》喜获文学类一等奖，黄开林、傅大为、南书堂的

诗文获得文学类二等奖，我市青年作家胡宝林的

散文《阅读秦岭》、眉县诗人荒原子的组诗《与山为

邻》和青年女教师车丽丽的散文《山行》等 10 人诗

文同获文学类三等奖。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关学及其文化精神》出版
本报讯 由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哲

学博士、副教授米文科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马瑞

映、博士后刘泉合著的《关学及其文化精神》，日

前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关学是北宋大儒张载在陕西关中创立的一个

地域性理学流派，绵延传承直至清末。本书作为张

载思想及关学精神的通俗读物，是一本了解张载

及关学精神的简明普及读本。通过紧扣“关学文化

精神”这一主题，作者以近 20 万字的内容仔细梳

理了张载的思想、关学的传承与流变、关学的精神

和时代价值、历代关学著述提要等关学思想文化

的渊源、形成过程及其突出特点，可使读者对张载

及关学思想价值有最基本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了

解张载关学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弘扬

张载思想及关学精神。         本报记者 王卉

本报讯 3 月 5 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开太平”杯海内外灯谜创作大赛启动

仪式在我市鹏博财富中心举行。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中，宝鸡市灯谜学会会长

马爱国介绍了本次灯谜大赛要求，现场还穿插了

灯谜竞猜活动。据悉，本次大赛将围绕建党 100 周

年主题（如党史名词、党史人物、党史地名等），围

绕“开太平”、“载酩”太白酒的名词、术语，围绕张

载关学文化相关的名词术语进行灯谜创作。作品

要求主题明确、内容健康向上、结构扣合严谨，用

典注明出处，谜面字数最长不超过 20 字，每位作

者谜作不少于 15 条、不超过 20 条，征稿邮箱：

305686614@qq.com，4 月 20 日截稿。届时将邀

请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主任郑育斌、中国职工灯

谜协会副会长田鸿牛、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苏剑等灯谜专家担任评委，评出优秀灯谜作品

100 条，并出版灯谜专辑。          本报记者 段序培

汉中画家周伟来宝办展
本报讯 3 月 13 日，“春风十里不如你”周伟

油画邀请展在卧龙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开幕，吸

引了众多画家、绘画爱好者现场观赏油画里的美

景与春意。

汉中青年画家周伟现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省写意油画研究会理事，多次来宝鸡写生交流，

令他与宝鸡结下了深情厚谊，并成为宝鸡市油画

学会的顾问。本次邀请展由市油画协会、省写意

油画研究会宝鸡分会主办，宝鸡十方画廊、汉中

市美术家协会协办，共展出了画家近期创作的

二十余幅作品。其画作主题突出、线条流畅朴实、

用色大胆多元。张楠、王宝强、王兴平等著名画

家参观展览后表示，画家以敏锐的洞察力、简单

朴素的方式表现出饱满丰富的情愫，营造出富含

韵律感的艺术空间，向观众分享了心中对春的感

受，传递出美好而向上的力量。据悉，本次邀请展

将持续至 3 月 29 日。          本报记者 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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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名家走进宝鸡高新二小传帮带
本报讯 秦腔眉户碗碗腔，戏曲名家进校园。

3 月 16 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教学“现场

版”在宝鸡高新第二小学盛装开演。

宝鸡高新二小近年来在学生艺术素质教育

探索实践方面颇有成效，戏曲、书法、绘画等传统

文化教学风生水起，合唱、舞蹈等艺术社团花团锦

簇。在这次以“探寻戏曲艺术真谛，厚植中华文化

根脉”为主题的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展演上，学校

师生演绎的《虎口缘》《花木兰》《桃园借水》等陕

西地方戏曲选段精彩纷呈，受聘担任学校戏曲教

学校外辅导员的仝凤琴、田碧媛两位国家一级演

员、秦腔戏曲名家也登台范唱，让孩子们大开眼

界。在随后举行的教学研究环节，该校省级教学能

手、青年歌手王晓芳老师还为大家报告了他们团

队开展省级课题，研究“戏曲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

探索与实践”的具体做法和成果，受到市音乐家协

会领导高德里、左生明和音乐教育专家赵红霞、周

进军等人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周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