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平日报》复刊
10000 期的重要节点，记
者采访了 77 岁的四平日
报 社 原 总 编 辑 李 文 韬 。
言 谈 间 ，老 报 人 既 有 对
党 的 无 限 忠 诚 ，也 有 对
事 业 的 执 着 追 求 ；既 有
对 社 史 的 深 情 回 忆 ，也
有 对 故 人 的 深 深 眷 念 ，
更 有 对 年 轻 记 者 的 关
怀期许，饱含着一位长者
的智慧与诤言。

作为《四平日报》复刊
的第一批报人，李文韬一
直对报社的事业充满了热
爱。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
月，几乎所有美好的记忆
都与报社有关系。到报社
后，他写的“泰山压顶腰不
弯”发表在《中国体育报》
上并获省一等奖；通讯《驯
仙记》获全国地市报好新
闻二等奖。撰写的“通讯
的细节描写”“写好编评”

“幽默新闻探讨”等若干篇
论文在《上海记者》、辽宁

《记者摇篮》、省新闻研究
等刋物上发表。退休前曾
历次任省新闻摄影奖评
委。

“1984 年 10 月 6 日复
刊后第3期的报纸的通栏
题是‘农牧并举 发展工
商 依 靠 科 技 实 现 小
康’”，李文韬对这个通栏
的标题印象深刻，他介绍，
当时的报纸是每周三期，
每期 4 版，以经济建设为
采访重心，最初只有 8 个
记者，且每个稿子都需要
手写，所耗时间较多，所以
每一期报纸的准备工作都
很长。

《四平日报》1984 年

10 月复刊，前身是《四平
报》，从当年的 7 月份开
始，报社第一批工作人员
就陆续进驻，“七八个人，
四块版面，一腔热情，百废
待兴”。李文韬说：“当时报
纸以经济建设宣传为重心，
农牧业并举，记者们漫山遍
野地跑，当时四平所有的水
库我都去过，所有的农场我
也都去过”。他经常在夜晚
的火车上写稿子，火车隆隆
而过，那是一代人记忆中的
青春岁月。

“报社的发展需要人
才 ”。 这 是 李 文 韬 老 总
编的肺腑之言，他回忆，
当 时 复 刊 没 几 个 月 ，报
社 领 导 就 着 手 招 聘 人
才，选定人才程序严格、
标 准 统 一 ，从 出 题 到 印
刷 ，主 考 官 都 要 绝 对 封
闭 ，正 规 程 度 不 亚 于 高
考 。 两 年 时 间 ，报 社 连
续 3 次社会化招聘，为后
续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人才基础。

李文韬解释说，“对于
报社而言，编辑和记者采
访，内心要有明确的边界
和操守，对记者这个职业
有敬畏之心，特别是党报
党刊，一要维护这份报纸
的公信力，二要爱护读者
群 体 ，事 业 要 想 长 长 久
久、红红火火就要按规矩
办事，遵规守矩才能行稳
致远。”

在《四平日报》复刊
10000期之际，李文韬老总
编为报社写下深情的寄
语：“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齐心协力，把《四平日报》
办得更好！”

十分热爱 无限期许
——访四平日报社原总编辑李文韬

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在《四平日报》复刊
10000 期的重要节点，我
专程采访了四平日报社
原 编 委 、高 级 编 辑 杨 明
志。

“大家都有一股劲，
就是想把报纸办好”

一位年过七旬的报
业 前 辈 ，面 对 我 这 个 新
闻战线的“新兵”，话题
从报纸筹备复刊之初谈
起。“1984 年我从当时的
水电部四平线路线材厂
调到四平日报社，7 月 7
日 正 式 报 到 ，地 点 在 仁
兴路（现在的步行街）西
侧 的 四 平 彩 印 厂 三 楼 。

“当时条件艰苦、任务繁
重，但大家都有一股劲，
就想把报纸办好。报纸
复 刊 后 ，我 负 责 的 是 经
济版（二版）新闻编辑工
作 ，稿 源 不 足 时 还 要 外
出 采 访 ，贪 黑 起 早 是 家
常 便 饭 ，从 白 天 一 直 工
作到次日凌晨一两点是
常有的事。”

“新闻不是无学，而
是学无止境”

“新闻人要做终身学
习者，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头，在
新闻传播中，比业外人士
看得更远、认得更准、想
得更深，充分体现党报权
威和新闻传播的专业特
色……”杨明志说。

从事报业工作 27 年
来 ，杨 明 志 一 直 坚 持 对
报 纸 采 编 出 版 业 务 、新
闻传播理论进行研究探
求 ，先 后 在《新 闻 出 版
报》《新闻学苑》《中国地
市报人》《记者摇篮》《新
闻 写 作》等 报 刊 发 表 新
闻业务论文 40 余篇，其
中 多 篇 获 奖 ；与 人 合 作

撰写出版发行 8 本书籍，
其中包括《新闻采写·选
择的艺术》《新闻编辑要
什么》《新闻散论》等新
闻 业 务 专 著 ；曾 被 吉 林
师范大学文学院聘为兼
职教授，讲授《新闻传播
学导论》《报纸编辑学》。

“党报新闻工作者，
责任重大使命不凡”

“党报具有强大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
信 力 ，身 为 党 报 新 闻 工
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舆
论 导 向 ，为 党 的 新 闻 事
业奉献光和热。”杨明志
认为，工作其中，每个人
都 责 任 重 大 ，使 命 不
凡 。 特 别 是 采 编 人 员 ，
既要从微观上准确把握
和表现新闻的“点”，又
要从宏观上正确把握和
反 映 事 件 或 事 物 的

“面”，遵循新闻传播规
律 ，激 浊 扬 清 、针 砭 时
弊，发表准确鲜明、客观
真实的报道，一个字、一
个词都不能错。

经过几代报人的努
力，如今的《四平日报》
复刊出版正在迈过万期
里程碑可喜可贺！杨明
志说：“我是报纸复刊的
历 史 见 证 人 之 一 ，更 是

《四平日报》这块热土上
培育出来的光荣的新闻
工作者。他抚摸着 1984
年报纸复刊时首次颁发
的《记 者 证》感 慨 道 ：

“ 尽 管 本 人 已 入 垂 暮 ，
但 无 论 身 处 何 时 何 地 ，

‘ 新 闻 ’二 字 都 会 如 影
随 形 ，报 人 气 质 早 已 融
入 血 液 ，报 社 的 培 育 之
恩 将 铭 刻 肺 腑 终 生 难
忘。”

老报人的纸短情长
——访四平日报社原编委、高级编辑杨明志

全媒体记者 张宪双

1984 年 7 月《四平报》复刊，
我被一纸调令，由怀德报社调入
四平报社，屈指数来到今天已经
38年，真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在我到职之前，四平报已由
四名成员组建了编委会，和我一
起一个调令来的还有李文韬、杨
晓光等七人，七人中我来得最晚，
因为怀德报坚持不放人，弄得我
自己也有些犹豫不决，最后还是
四平报领导态度坚决，一个月后
我来了。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是美
术，我在怀德报这四年，干的自然
也是美术编辑这个活。当年没有
微机，没有电脑设计这一说，报纸
的整体形象、视觉美观与否，层次
高低，除了编辑的版式设计外，美
编的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深知四平报调我过来，就
是来干活的。因为我来时，报社
就我一个美编，和怀德报一样，所
有的美编工作都由我一个人来完
成，工作量之大，心知肚明。至于
活咋干，我也算轻车熟路，做题
图，插图不能脱离原稿的叙事情
节，如能把握住人物的职业、身
份、年龄等特征，一般问题不大；
做刊头、栏目要精美，图、字要相
得益彰。做刊头既要像设计商标
那样整洁、规范，又不能像商标那
样呆板，缺乏动感，而且字要写得
美观、规范，字形要有变化，不能
有错别字；特别是做通栏标题，现
在微机几分钟就出来了，那时不
行，美编得把所有字一个一个地
写出来，最后还得手工做出网

地。记得那个年代，为做一个网
地，我曾一口气一天没离开椅子，
后来弄得看电线杆子都是重影。
今天看来其实愚笨得很，但当年，
一个地方报纸想把方方面面都做
好，确实要付出很大努力。后来去
吉林日报社送稿，他们给了我不少
现成的网纹纸，算是把这个问题解
决了。

如果说一篇文章是朵红花，
那么题图、插图只能是绿叶。绿
叶、小花嫁衣裳，这是当时人们对
美编的评价，也是我当年的切身
感受。无论是褒是贬，我以为这
个评价还是中肯、准确的。有多
少个日日夜夜，美编们在用自己
的辛劳和汗水为红花的鲜亮夺目
而精心地浇灌着。多少年后，每
当我回忆起那些做抠手小活儿的
往事，仍禁不住自叹当年那种无
怨无悔的死认真劲。说真话，直
到退休后的今天，我一直认为，那
个年代美编的劳作付出，远非人
们想象那般简单。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审
美观念也在改变。正如有视觉冲
击力的照片越来越受重视，视觉
感受正在适应快节奏的生活规律
一样，报纸美术也必须和读图时
代同步，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让
报纸这一媒体更好的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服务经济发展，这是我
们新一代报纸新闻美术工作者的
使命。我高兴美编艰辛劳作的年
代成为过去，我更高兴美编在新
时代新领域有更大的作为。

“绿叶”记忆
于云飞 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段难

以忘怀的事，有时悄然揭开这记
忆的盖子，那一股醇香便喷将出
来，醉倒了窖酒的人。然而，揭开
记忆的时刻常常是淬不及防的。

是九月初吧，报社的一位年
轻记者打来电话，约我写点儿有
关《四平报》复刊的往事。于是，
电话这端把我拉到了38年前。

1984年，我考取报社后，担
任副刊的编辑工作。编辑要负
责版面组稿、编稿、成版等一系列
工作，如同烹制一道大餐。我要
亲自选料，加工，制作，最后要把
最可口的美味奉献给读者。而
这些都需要辛勤努力与责任感。

复刊第一张报，四版副刊
《英雄城》是我最初编的一块版
面。当我第一次面对那一篇篇
手写的稿件进行编改时，我手怯
了，深感自己的稚嫩与文学水平
的不足。当我第一次接触那布
满小格子的版样纸时，我打怵了，
这对于一个不懂美术的我来说
简直是无从下手。我不懂得如
何使用专业编稿的修改标记，更
不知道如何把这些文字安放上
版样纸上。看到我这副茫然的
神态，有办报经验的同事们都过
来悉心指导，在他们的帮助下，一
篇篇勾勾抹抹的稿件编好了，一
张画了改，改了又画的版式设计
完成了。每每想起，这种工作中
的友谊一直令我珍惜和感激。

那是一个美丽的下午，天空

很蓝。我们聚集在那个狭窄的
印报车间里，排版师傅们按照我
们设计的版样进行施工。进行
拣字、刻字、铸字等一系列复杂的
程序，把一篇篇文章拼出来，打印
出“小样”。经过我们逐字逐句校
对确定无误后，师傅再把这些文
章按着版样放入活版中。

我们就是这样守候着，忙碌着。
那一刻，我们似乎都在屏着

呼吸。
那一刻，我被每个人的全神

贯注所感动，这种全神贯注充满
了对自己职业投入和迷恋。

时至夜半，这张报纸才定
稿。当印报机响起时，嗅着所散
发的芳香墨气，看着那一张张报
纸从机器中输出，我顿时感觉心
里有些热，好像有一团燃烧的火，
一下子燃着了我的灵魂。

回家的路上，天际一枚弯弯
的新月出来了。

那晚，月亮很年轻。
流年似水，滚滚红尘。
后来的日子，我亲眼见证并

奉献了《四平报》的发展与变迁。
后来的日子，我退休离开了

工作岗位。
我想无论怎样，经历便是财

富。尤其是那种惟一的心动的
深刻的并充满意味的经历。

在纪念《四平日报》出版发行
10000期之际，我把自己的这段经
历付诸文字，不求精彩，只求再现。

此时，窗外花开月正圆。

1984年10月2日，是经中共
四平市委批准复刊的《四平报》
正式发刊第一期报纸的日子。
我有幸成为这个四平人民政治
生活大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为了这张与四平人民久违
了的报纸能够以全新的面貌与广
大读者见面，全体编采人员无不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时大家
的心态基本都是相同的。因为报
社成立之初，编采部门的组成人
员来自各个行业，如果说是半路
出家的门外汉也不为过。

由于入职时间短，大家也来
不及系统地学习新闻理论和技
巧手法，只能按照报社领导的要
求，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提高
了。我当时所在的编辑部主任
是来自市文化局的李伟，他对我
们采写稿件的要求就是：五个

“W”一个不能少，要牢记真实是
新闻的生命！采访时，新闻事实
要准确无误，新闻稿件千万不能
有任何纰漏。

对于李伟主任“不能有纰
漏”一说，我最初并不以为然，可
接下来我为报纸采写的第一篇
稿子真就差一点出了大纰漏。
那是编辑部派我去铁西区平西
乡采访该乡六社社员吕某善因
家遭火灾后，得到该乡党委领导

及乡政府机关干部和邻里乡亲
捐款捐物救助的事情。并指定
此稿在第一期《四平报》上刊
出。接受任务后，我立刻赶往平
西乡采访，由于已经是事后，无
法看到当时的具体场景，便由乡
里一名经历了事情全过程的通
信员向我做了介绍，并采访了副
乡长王绍忠和当事人吕某善。
之后回到报社赶写了题为《虽遭
无情火 幸遇有情人》的通讯交
给了编辑部。晚上下班回家的
路上，恰巧碰见了我采访过的王
绍忠副乡长，我便从提包里拿出
稿件的草稿给他看，当王副乡长
看到其中“吕某善与老伴华某两
人拉着乡领导的手不停的表示
感谢”这句话时，不禁哈哈大笑
的对我说：“杨记者，你整错了，
华某是老吕的儿媳妇，他老伴姓
丁啊。”听了王副乡长的话，我当
时简直无地自容，二话没说，掉
头骑车就往报社赶，找到夜班编
辑室的值班编辑，及时将张冠李
戴的地方予以了纠正。

这个纰漏虽然最终没有铸成
大错，但还是令我内疚和后怕了
很长一段时间，也让我深刻的领
略到了真实与准确对于新闻的重
要性，也便成为我日后三十多年
新闻从业生涯时刻遵循的原则。

那晚，月亮很年轻
高 玲

谨记真实与准确
——难忘的一次从业经历

杨 超

1984 年 6 月 22 日，中共四平
市委决定《四平报》复刊。10月2
日，复刊后的第一张报纸送到读
者手中时，结束了四平党报中断
达17年的历史。

当时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办报
经验，一切都从头开始。于是，在
当年 8 月下旬，我们十几个人在
时任四平报社总编辑刘景江的带
领下，奔赴美丽的江城吉林市完
成一项重要使命——学习办报，
并出版复刊《四平报》试刊号。

办报纸，对当时从全市各单
位抽调的十几个人来说，除了七
八个人真正从事过这个行业外，
大多是门外汉；尽管抽调来的人
文字水平都不错，也有些是老通
讯员，但真正跨进报社的门槛，创
办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确实是
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新课题。

稿子是从家里经过初编后带
到《江城日报》的。《江城日报》指
派经验丰富的总编办主任王守耀
亲自为我们设计版样，并给大家
讲解划版的基本要领、字号的搭
配等一些编辑常识，同时安排我
们到编辑各部室对口实习，一切
从零开始。在学习的同时，《四平
报》试刊号也进入到排版阶段。
小样出来后，我们分成四组，人人
都是校对员，逐字逐句，边校边

改，从小样到付印，每篇稿子都精
心校对十几遍。当带着淡淡墨香
的《四平报》拿到我们手中时，每
个人的心情都不亚于捧着刚刚降
生的裡裡中的婴儿一样激动，喜
悦和充满成就感，仍然对那几乎
能倒背如流的几十篇稿子细细品
味，爱不释手。

在江城的十几天，为了学习
工作方便，我们住在离报社较近
的一家小招待所，房间简陋，十几
个人，每餐不超过二十元钱。没
有任何人有怨言和不满情绪，没
有任何人提出一点额外要求。五
十几岁的刘总编，一个正处级领
导干部（当时大家已经知道他身
患重病）,按资历，按规定理应住
得好点、吃得好一些。然而十几
天里，他自始至终和大家吃住在
一起。在大家眼里，他俨然是个
生产车间的“班组长”，但对那张

《四平报》上的每篇稿、每个字，他
又像生产线上的质检员，严肃认
真，一丝不苟。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们现在
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提高，当年那
些办报人也随时代的进步转换了
角色。而办报那段往事，那十几天
的清贫生活，那十几个人“七八条
枪”，那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治学精
神却一直滋润着报社若干年。

去年的某个晚上，在做第二
天的报纸的时候，部室几个人关
注到了一版的期号，盘算着一万
期的到来。不经意间，这个日子
到了。各级领导、兄弟报社、老报
人纷纷致贺，让这一天打上了历
史的烙印。

走过一万期，《四平日报》用
了38年，从周三刊到日报，从小报
到大报，从黑白到彩色，从铅与火
到光与电，从四版到八版，从“瘦
身”到“宽体”，再到媒体融合，一
代代报人将青春汗水和智慧交付
与此，它陪伴我走过了31年。

刚开始写稿子的时候如履薄
冰，编辑跟我说稿子时脸红心跳，
就在这样的忐忑不安中，第一个新
闻稿《临时爸爸》、第一篇散文《思
念伴双亲》、第一个言论稿《四平人
更文明了》、第一个系列报道《百里
私访看负担》化为铅字，见诸报
端。前辈的传帮带让我有了信心，
他们的善意敲打让我常怀敬畏。

那时的报人没有先进的工
具，笔（画笔）、稿纸、字典、格尺、相

机（暗房）、自行车是他们的标
配。和现在相比，那时写稿、划版
效率低、差错率高。但是，一些反
响好、影响大的稿件、栏目、图片
还是得到相关领导和市民的肯
定。那时的报人还有人艳羡，那
时的报人喜欢编段子、讲故事，那
时的报人辛苦并快乐着。

那时的报社彻夜灯火，采、编、
审、划版后，拣字、排版、校对、制
版、印刷、投递，每一个时段都有报
人在岗。他们会为一个字词句争
得面红耳赤，会为一次失误懊恼不
已，会为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心生暗
喜。那时的报人执拗且古板。

那时的报纸看的人多，“管”
的人也多。编辑部经常接到挑错
的电话，字词句章都有涉及。读
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那时的报
人心存戒惧。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
间。31年，我承继了很多，也丢失
了很多；提高了不少，也落后了一
截。唯延续而说，我抓住了接力
棒；就传承而论，我还任重道远！

难忘那个秋
孙竹一

复刊出版万期有感
全媒体记者 郭洪涛

万期新征程 逐梦向云端
全媒体记者 冯 吉

10000，是期号，也是记号，记
录着四平每一次蜕变与成长。
2022年9月28日，《四平日报》迎
来复刊出版 10000 期，从一张报
纸到一方矩阵，在时光交错中实
现媒介迭代，在媒体融合的大潮
下“乘风破浪”！

从“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
电”中一步步走来，“数与网”的技
术革新，带来了信息传播更深刻
的变革。四平日报人紧跟时代浪
潮，努力创新探索，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相继搭建和培育了“四平新
闻网”“四平日报官方微博”“四平
微报”“四平日报APP”“四平微报
头条号”“四平日报视频号”“四平
日报抖音号”“四平日报快手号”
等媒体平台，主流舆论阵地不断
壮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媒体融合
发展之路，切实增强了媒体融合
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提高了主流
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

从一纸风行到报、网、端相互
促进，《四平日报》始终注重服务

需求，把握传播规律，加快推进全
媒体深度融合，更好传播党媒主
流声音。在媒体融合中从“要我
做”转变为“我要做”，无论是从彰
显党媒使命、壮大主流声音高度，
还是从体制搭建、做大做强“新媒
体矩阵”角度，融合发展都是媒体
自身的需要、发展的必然。正因
此，《四平日报》一步步开启从“纸
媒到移动端”、从“两报一网一微
一端”到“全媒体矩阵”的媒体格
局，逐步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释放媒体融合带来的强大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牢
牢占据舆论制高点。

站在新起点、新征程上的
四平日报人牢记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在媒体深度融合发
展的过程中坚持守正创新，不
断向全国传递着四平声音，让
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北纬 43 度这
片沃野黑土，聚焦在四平这座
英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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