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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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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理 论 上 来 说 ， 我 离
《人民政协报》这份报纸应该
是很远的。我本是一个小学
老师，在离县城很远的村里
教书，平时活动范围就学校
和村里，业余时间喜欢看看
书写些文字。几十年来，也
偶 有 文 字 在 省 和 市 级 报 刊
发表。

2017 年 9 月 开 学 不 久 ，
县政协领导到我校来调研时
说，县政协要出几本书，还
要 办 《从 江 文 史》 季 刊 杂
志 ， 正 在 全 县 物 色 合 适 人
选，觉得我这年纪坐得住，
还能写，挺合适，如能借到
他那里，余热会得到更好的
发挥。于是我来到了从江县
政协。办公室订了好几份报
纸，我有机会接触到了 《人
民政协报》。

办公室分发来的每份报
纸，我都会去浏览，在报纸
中去获取我需要的知识和信
息，在长时间的浏览中，我
喜欢上了 《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报》 信息量大，
我从“要闻”里了解到国内
外政坛动向，从“周刊”里
看到了国内外经济脉络，我
比较偏爱“艺文·荟萃”和

“悦读·连载”，这里的文章
大多出自名家和政协委员，
他们思维见解独到，丰富了我的知识量，拓宽
了我的知识视野，成了我在写作和办刊上的良
师益友，也激发了我重新提笔写新闻稿件和通
讯的冲动。我还养成了剪报的习惯，把好的新
闻稿件和通讯文章剪下来，粘贴在废旧杂志
里，成了一本文学书刊，使我在写作上得到
进步。

工作中，我认识了赖志斌委员，他原籍江
西，曾是一位大学老师，2007年辞职来到从江开
实体店卖化妆品。在从江这十年间，他主动参加
各项公益活动，热心公益事业，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誉。先后获评“最美从江
人”“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拥军模范先进个人”

“慈善捐赠助学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他的事迹
感动了我，后来我据此写了一篇通讯并在《贵州
政协报》上发表。

几年来，我采写了政协组织的各行业视察、
调研、社会实践、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文
体活动……这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感谢《人民
政协报》帮助拓宽了我的写作范围。

时光流逝，岁月如歌。这些年来，《人民政协
报》 伴我一路走来，助我一路成长，一路收获。
《人民政协报》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使我的人生
道路丰富多彩。

（作者系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
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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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 《人民政协报》，是在 21
年前。那时我和它，都很年轻。

当时我刚通过公考到市政协机
关从事信息宣传工作，初来乍到，
对政协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不
甚了解。为了尽快熟悉工作，掌握
宣传信息的特点、写法，我除了虚
心请教单位同事、广泛阅读政协书
籍材料、积极参加有关会议活动
外，将大量时间泡在了《人民政协
报》上。那时它既不是彩印，也没有
扩版。我试着读过一期后，一下子被
它独特的个性、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
创新力吸引了，很快就产生了一期不
读、如隔三秋之感。对每一期、每一
版上大大小小的稿件，我是反复看、
经常读、认真记、仔细想；对一些感
兴趣、觉得好的文章更是批画勾点、
剪贴分类。日积月累，就悟出和总结
了一些新闻写作方面的规律和特点，
如拟题技巧、开篇角度、文章架构、

材料取舍等等。加上学以致用，我很
快就胜任了科里日常工作，和同事一
起策划编发的信息稿件多次受到领导
表扬。

2003 年 2 月 我 采 写 的 新 闻 稿
《“不满意”+？=“满意”》 在

《人民政协报》发表。从此，开始了
我长达七年为它写稿投稿经历，也
开启了我们长达七年“相交”“相
知”的美好时光。其间，我有幸得到
了多位编辑记者老师的指点指导，有
的是面对面循循善诱，有的是电话邮
件不厌其烦，有的是列出书目让我充

电，有的是指点迷津给我启发……在
老师们的关心帮助下，我先后在《人
民政协报》头版、二版头条等主要版
面、主要位置发稿几十篇，有几篇稿
件还被 《人民日报》、新华社采用，
实现了单位在这些媒体发稿“零”的
突破。与 《人民政协报》 交往的七
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快意的七
年。从接触到的编辑记者老师身
上，我学到了很多、感悟了很多。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坚定执着的
信念、踔厉奋发的风貌、精益求精
的态度、追求卓越的品质，才使得

《人民政协报》随着人民政协事业的
不断发展一次次华丽蝶变、一步步
发展壮大。

后来随着工作的调整和变化，
我与 《人民政协报》 的直接联系交
往没有那么频繁了，但这么多年它
却从未离开过我。案头，它总是被
放在我最顺手的位置；心头，它依
然是我最钟情最喜爱的“那一个”。
岁月流转，初心不变。不管身居何
处，只要每天打开 《人民政协报》
报网端微屏中的任何一种，就可以
与它即时面对面、瞬间心抵心，就

像交情笃深、相处默契的老朋友，
纵使相对无言，却总相看无厌。

一眼二十年。从当初相逢的那
一 刻 起 ， 二 十 年 来 ，《人 民 政 协
报》 与我相伴同行、须臾不离，结
下浓厚情谊；二十年来，《人民政
协报》 从崭露头角的报界新锐发展
为 独 具 魅 力 的 业 界 翘 楚 ； 未 来 ，
《人民政协报》 必将再展千重锦、
再进百尺竿！

祝《人民政协报》生日快乐！
（作者系河南省焦作市政协调研

室主任）

一 眼 二 十 年一 眼 二 十 年 与 我 常 相 伴与 我 常 相 伴
郭炜生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年
11月8日，我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第
一篇文章《陪费孝通考察乡镇企业》。今年
4月6日是《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的日
子，又是一个40周年，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是扬中市第八、九、十、十一届政协
委员，多次被扬中市政协评为优秀政协委员
和优秀社情民意信息员。我平时爱好写作，
也爱阅读《人民政协报》，喜欢从《人民政
协报》上学习各种参政议政和委员履职知
识。我经常为市政协写一些履职故事，展示
委员风彩，这些故事，也常常被我市报刊媒
体采用。但我一直想在《人民政协报》上发
表文章。作为政协委员，若是能在《人民政
协报》上发表文章，那该是多么自豪的一件
事啊！

2018年10月的一天，我到市政协办公

室主任方日新那里办事，他问我最近创作
了什么作品，我告诉他，最近写了一篇与
改革开放40周年有关的文章，是关于1984
年，我父亲姚安华陪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费孝通考察扬中化工仪表配件厂的文
章。方主任觉得这篇文章很有价值，当即
让我把文章转发给他，并表示要把这篇文
章推荐给 《人民政协报》。过了大约一个
月，一天，方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文章在
《人民政协报》刊登了，题目是《陪费孝通
考察乡镇企业》。当时我很兴奋，立即开车
到方主任那里取报纸。拿到 《人民政协
报》后，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心情非常激
动。文章刊登在 《人民政协报》 春秋周
刊，并配发了我父亲陪费孝通考察的照
片，文末还注明了“本文整理者姚毅为扬
中市政协委员”。当时春秋周刊做的是一个

改革开放40年的专版，主要盘点改革开放中
的政协智慧，反映在中国社会巨变的过程
中，众多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积极参政议政、努力建言资
政，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一
版共有三篇文章，我的文章在首篇，有1300
多字。后来，我还特地多找了几份报纸收
藏，并送了一份报纸给我父亲。2022年，我
还捐赠了这期《人民政协报》给扬中市博物
馆展出。

作为政协委员，能在《人民政协报》发表
文章，我很自豪。至今，那期《人民政协报》
在我家中一直珍藏着，它将激励我不断奋斗，
实现梦想。感谢《人民政协报》圆了我发表文
章的梦。祝《人民政协报》越办越好！

（作者系江苏省扬中市第八至十一届政协
委员）

在在《《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发表文章的难忘回忆发表文章的难忘回忆
姚 毅

作为一名政协工作者，《人民政协报》
是我储备知识、学习兄弟政协好经验最直
接的途径，每天抽出时间阅览报纸成为我
的一个习惯。在基层政协工作已有 8 个年
头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能以作者的
身份看到我的文字刊印在报纸上。许是缺
乏投稿的底气，我总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
够，即便投了稿肯定也是石沉大海，所以
这么些年我顶多向省级媒体投稿。直到遇
到人民政协报贵州记者站的黄静站长。

认识黄站长也是通过贵州省政协报一
位相识多年的编辑。本是想看看能否通过
他向《人民政协报》推荐稿子，编辑直接
把黄站长的联系方式给了我，并鼓励我
说：“大胆一些，只要工作有特色、稿子质
量高，黄站长人很好的。”于是，有些不善
交际的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和站长进行了第
一次联络。那一次，我并没有投稿，而是
先咨询站长。站长亲切地告诉我《人民政
协报》有自身的写稿特点和风格，主要还
是得看政协本身做的事实不实，并鼓励我

大胆投稿，多磨合。我牢牢记住了站长的
话。从此，我不仅看报，还开始研究起
《人民政协报》的写稿风格和特点，从标题
开始，对好标题专门拿个本子进行摘抄，
有时写综合性材料时还能拿来借鉴和启发自
己的思路。关注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报道基层
政协的稿件。在了解兄弟政协的那些工作
中，我发现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
工作，有着自己的特色亮点，却从来没有去
好好思考过如何扩大宣传，没有静下心来进
行总结和提炼。于是我开始琢磨如何用精练
且接地气的语言把工作更好地呈现。

2021年12月，我鼓足勇气向《人民政
协报》 第一次投稿，可惜没有被采用。
2022年，在区政协党组的带领下，区政协
全面启动“品质白云·同心逐梦”五年行
动。我写了一则消息发给站长请她指点，
没想到2022年 4月 30日第4版上这则消息
见报了！正在享受五一假期的我十分高
兴，赶紧转发单位群、委员群。这对我个
人而言是莫大的鼓励。我想，也一定能更

加地激发委员履职的积极性。
2022年 9月15日《贵阳市城镇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施行，经过半年的实践，垃
圾分类效果如何成为区政协关注的热点。
2023年第一季度，全区 5个街道围绕“垃圾
分类”开展了“社区协商”。为此，我又写了
一篇通讯发给黄站长，没多久再次成功被采
用。连续两年有机会在央媒发稿，对我们来
说意义非凡，是宣传工作的一个跨越，也是
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自此，《人民政协报》与
我想象中的“距离感”再次缩小。就如黄站
长所说，只要工作做得实，文字就不会空洞。

政协的舞台很大，有很多优秀的人在政
协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他们的履职实践值得
我用文字去记录。而《人民政协报》为我们
提供了更广的宣传平台，也给了像我一样平
凡的基层政协工作者更多的投稿自信。

感谢 《人民政协报》！祝创刊 40 周年生
日快乐！

（作者系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政协委员联
络服务中心副主任）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给予我激励与自信给予我激励与自信
王 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