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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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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18 日，人民政协
报河南记者站和开封市委统战
部、兰考县政 协 有 关 负 责 同
志，来到我的委员工作室调
研，座谈期间，提到今年4月6
日《人民政协报》 创刊40周年
的话题，我一时打开了话匣
子，回忆起 《人民政协报》 让
我找到一名基层政协委员履职舞
台的点点滴滴。

2019 年 5 月 8 日，《人民政
协报》头版头条以《稳定脱贫的
政协力量——来自河南省兰考县
政协的履职实践》为题，报道了

兰考稳定脱贫、决胜全面小康进
程中的政协力量。文中一个章节
以“爱心超市委员情”为题对
我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孔爱兰
的事迹登上了中央媒体，这下
出了大名。”消息很快在全县乡
村传开，市里很多熟人也给我
打电话祝贺，我也把当日的报纸
像传家宝一样珍藏了起来，时刻
激励着我一路前行。我从那时起
自费订阅了一份 《人民政协
报》，并在公司大厅醒目位置安
装了《人民政协报》阅报栏，便
于公司员工每天都能读到报纸上

的精彩文章。
作为土生土长的兰考人，我深

知创业的艰辛，成为政协委员后，
我时刻思考如何履职建言。通过每
天坚持阅读《人民政协报》，我学
习了解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熟悉政
协业务知识，特别是宣传各级政协
委员履职的一个个精彩故事、典型
事迹，让我受到启迪。为了回报社
会给予的支持和关爱，我坚定地走
向热心公益、奉献社会、造福乡邻
之路，以此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共
同富裕。几年来，我不断捐款捐资
用于扶贫济困、爱心助学、养老助

残、抗疫防汛等。
通过阅读《人民政协报》，我

深深感到，想做一名合格的政协委
员，就要怀揣感恩当好人民群众的
代言人，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要带着责任当好人民群众的服务
员，听群众言，知群众盼；要带着
清醒当好群众的传话筒，写好提
案，积极建言献策。

这几年，我经常看到《人民政
协报》 对全国一些市县“有事好
商量”“委员之家”等经验做法
的报道，我就有了争做“带头
人”、打造“一个家”的想法。

2022 年初，在县政协主席刘广亮
等领导的具体指导下，我投资 50
多万元，打造了“兰考县委员之
家 ” 和 “ 孔 爱 兰 社 情 民 意 工 作
室”。在我的带动下，如今在全县
建 起 了 10 多 个 委 员 之 家 ， 各 乡
镇、街道办事处都打造了“有事
好商量”平台，使委员之家成为
群众之家，让政协走进百姓，让
百姓了解政协。

《人民政协报》给了我奋斗的力
量，组织上也给了我很多荣誉。特
别是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开封市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我再次成为市
政协常委，同时被评为开封市“十
佳政协委员”。

《人民政协报》是我永远的精神
食粮，在《人民政协报》的日日相
伴中，我将不忘初心、笃行致远，
展现一名政协委员的风采和担当。

（作者系河南省开封市政协常委）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助我找到履职平台助我找到履职平台
孔爱兰

我曾担任一至四届咸宁市政协委我曾担任一至四届咸宁市政协委
员员，，坚持多年订阅坚持多年订阅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
直至退休仍然续订直至退休仍然续订，，与她的缘分可谓与她的缘分可谓
不浅不浅。。我既是她的读者我既是她的读者，，又是作者又是作者，，
出版的著作还受到她的热情推介出版的著作还受到她的热情推介。。现现
追记一二追记一二，，真诚祝贺她的不惑之庆真诚祝贺她的不惑之庆。。

2000年至 2004年，我主持咸宁
市政协文史委工作，其间着力打响向
阳湖文化、李自成归宿研究和三国赤
壁等地方品牌，编辑出版相关专辑，
面向各省、市、县交流，受到《人民
政协报》的关注和宣传，全国政协还
组织原文史委员会委员到鄂南实地考
察。2003 年年底，我意外接到报社
春秋周刊的电话，邀请我开辟“干校
纪事”专栏，系统介绍曾下放向阳湖
的众多文化名人的干校往事。我不敢
懈怠，用心讲述了冯雪峰、沈从文、
冰心、臧克家、张光年等著名作家及
艺术家、文博专家和学者在向阳湖的

难忘岁月，专栏引起广大读者浓厚兴
趣，系列文章被多家报刊转载，进一
步扩大了咸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
久，我进京出差，受到编辑部的热情
接待和指点，令人顿生“政协一家
亲”之慨。十多年后，向阳湖文化名
人旧址还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成为最年轻的“国保”。
人民政协报社领导也曾专程前来向阳
湖参观。

与此同时，我编著的 《向阳湖
文化人采风》 和 《向阳情结——文
化名人与咸宁》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民 政 协 报》 也 作 了 报
道。近年来，我的旧体诗集 《向阳
轩诗稿》（中华书局出版） 及续编
面世后，文史专家俞汝捷、中华诗
词学会会长周文彰先后作序，均发
表在 《人民政协报》 上。在我的工
作和写作中，她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和鞭策。

作为一名作家和基层政协组织的
老兵，我要由衷地道一声，感恩《人
民政协报》！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政协原副
秘书长兼文史委主任）

感恩感恩《《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
李城外

《礼记·学记》 中有一句话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
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
后能自强也。”《人民政协报》 就
是我“自反”和“自强”的有益
助手，她就像一个朋友、一名导
师、一位智者指引我前行，陪我
逐渐走向成熟，成长为一名合格
的基层政协工作者。

大兴学习之风，是金湖县每任
政协主席逢会必讲的重点。2018
年，我从乡镇调至县政协办公室工
作，恰逢县政协开展理论学习竞
赛，有为全体政协委员每年每人订
阅一份《人民政协报》的安排。为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快速了解政
协、更新工作理念、提高个人政治
素养和能力水平，在领导的关心和
同事们的指导下，我每天上班后的

“必修课”就是通过圈点批注法逐
条学习《人民政协报》每个版块刊
登的稿件和理论文章，与作者融为

一体，全面深入熟悉了政协知识和工
作职能认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
如容易却艰辛。”我深刻地感受到每
一篇稿件背后的辛苦与付出。

办公桌、手提包、床头旁都会出
现“老朋友”的身影，她已成为我同
行的良师益友。我也不断从《人民政
协报》 获得智慧启示、汲取前行力
量，结合政协履职实绩和特色亮点
工作，我撰写的 《为农村电商发展
献策》《江苏金湖 80 后政协委员：
紧急赶造130条口罩生产线》《为乡
村振兴建言》等10多篇稿件先后被
采用刊登，发出了金湖政协好声音。
在《人民政协报》的引领下，我逐步

成长。
阅读 《人民政协报》 拓展了我的

人生感受和视野，她成为我不断成长
的加油站，让我的生命在阅读中丰
盈；阅读 《人民政协报》 解疑惑，助
我从容应对各种挑战，提升待人接物
的自信心，成为我不断成长的催化
剂；阅读 《人民政协报》 促实践，激
发我创新工作的主动性。我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继续以
《人民政协报》 为友，去学习、去探
索，争做奋斗者、当好追梦人，不负
新时代、一起向未来。

（作者系江苏省金湖县政协经济科
技和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一路相随一路相随 伴我成长伴我成长
闵海燕

业余写作数十年业余写作数十年，，稿件被全国各稿件被全国各
类报刊采用几十万字类报刊采用几十万字，，唯独一篇文章唯独一篇文章
被采用被采用，，我就对我就对《《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一见一见
钟情钟情，，继而随即订阅继而随即订阅，，且一订且一订88年年，，
至今不离不弃至今不离不弃。。

2016年5月的一天，我收到人民
政协报社邮寄给我的一份报纸，打开
一看，不禁眼前一亮，“春秋·朝花
夕拾”版采用了我的通讯《碧野采风
往事》，而且还在文前配发了碧野先
生的照片，另加编者按。

逐版翻阅这份首次见面的《人民
政协报》，栏目众多的版面、引人注
目的标题和清新扑面的文章，让我大
开眼界。尤其是华夏周刊、春秋周刊
等版面的文章，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过足文瘾。
接下来，我打开《人民政协报》数

字版网站，发现报上还有每周一期的
慈善周刊，其对慈善工作的大政方针、
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等内容的介绍，
一下子又吸引了一直从事市慈善会宣
传工作的我，慈善周刊无疑是各级慈
善组织和广大慈善工作者的行动指
南。于是，我手拿《人民政协报》，同时
打开《人民政协报》网站，向慈善会领
导和同事们推荐，并提出订阅建议。大
家一看，都觉得这份报纸有品位、可读
性强，尤其是慈善周刊对做好慈善工
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用
性，一致同意订阅。领导随即落实订阅
事宜，从此年年订阅直到现在，从不放

弃。每天报纸一到，大家争相传阅，先
睹为快，俨然成了“香饽饽”。多年来，
我们慈善会在开展基金募集、慈善救
助、项目实施等多个方面，都曾认真借
鉴过慈善周刊中的经验做法，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

后来，我常常向《人民政协报》
投稿，每被采用一篇，脸上总要洋溢
一阵子自豪与喜悦。有时领导还将报
纸赠送给当事人和相关单位。让我留
下深刻印象的是，我被报社采用的稿
件中渗透了编辑老师的心血，就说被
采用的通讯《独臂汉子的大爱人生》，
我原来的标题是“独臂汉子石晓华和
他的500万爱心基金”，被编辑老师这
么一改，精炼、准确、大气彰显，也更符
合通讯标题的制作要求，前后一对照，
自己顿觉汗颜无地、受益匪浅，领导和
同事们也异口同声“改得好！”

看来，喜欢业余写作的我，这辈
子恐怕离不开《人民政协报》了。

（作者系江苏省如皋市政府办原
副主任）

以文相会以文相会 一见钟情一见钟情
吴光明

我与 《人民政协报》 结
缘 ， 始 于 1984 年 的 春 天 。
1984年 2月 28日，组织部门
从教师岗位上将我选调到原
平县 （今原平市） 政协办公
室任职。那时，我对政协统
战 工 作 是 “ 盲 人 骑 上 瞎 马
——不知方向”。为尽快熟悉
专业政策理论，做个称职的
骨干，必须全方位加强相关
业务知识的学习。这时，一
部“散装的系列性行业百科
全书”——《人民政协报》
映 入 眼 帘 。 从 到 岗 第 一 周
起 ， 在 不 断 收 阅 当 期 新 报
外，我还特意搜检翻阅了机
关主要领导同志馈赠的关主要领导同志馈赠的 19831983
年度陈报。由兹该报就成为
我案头必备的专业大报、履
职工作层面同行相伴的良师
益友。

从那时起，至今满满 39
个春秋，我见证了该报与时
俱进的增期、扩版、加色，
创办、改办专栏等蝶变，深
深体会到 《人民政协报》 是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家独具
风格的精彩纸媒：坚持广泛
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 多 党 合 作 和 政 治 协 商 制
度，始终牢牢把握坚持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大方向，
努力做到求实存真、生动活
泼、新鲜悦目、文采馨芳，
我每期读后总是赤手留香，
回味无穷。

因此，每当投递分发来
新一期《人民政协报》，我便
习惯性地一揽置案，逐版逐
栏 乃 至 逐 篇 地 通 览 默 念 一
遍 ， 对 新 颖 版 面 和 重 要 文

章，更是反复研读，仔细圈
点 ， 认 定 为 精 品 者 更 是 辑
录、摘记、复印剪贴，倍加
珍 赏 ； 同 时 将 《人 民 政 协
报》 按期集放、按月整理入
卷，每月装置一个刻意标时
的档案袋，妥为收存，迄今
已珍藏 《人民政协报》 九千
多期，获益匪浅：我由政协
工作的年轻新人“门外汉”，
逐步成长为扎根基层、熟悉
工作的老龄“多面手”。

在 《人民政协报》 的指
引下，我先后在 《人民政协
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省
级以上报刊发表政协统战工
作相关文稿 100 多篇。特别
难忘的是在山西省政协出版
的 《文史月刊》（第 6期） 暨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编辑出版的 《人民政协
成立 70周年纪事》 大型纪念
套书“地方卷”中，选登了我
在政协工作岗位上踔厉奋发
35 年履职尽责的业绩纪事。
追根思源，真诚感恩《人民政
协报》对自己长期引航输能的
特殊功效。于今，迈入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我决心在书
香政协的新际遇中，坚持下
更大的功夫，读好用好 《人
民政协报》。

值此 《人民政协报》 创
刊 40周年之际，谨与全国各
界人士和广大读者分享我对
《人民政协报》 的认知和体
会 ， 真 诚 感 恩 《人 民 政 协
报》，谨向各位新老编辑、记
者致敬！

（作者系第一、二届山西
省原平市政协常委）

结缘三十九载结缘三十九载
珍藏九千余期珍藏九千余期

王如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