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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

我与《今日常山》的情缘
●刘爱国

作为反映常山时事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民生，最贴近百姓生活
的《今日常山》，是我多年来的最
爱。

《今日常山》每周五期，每期四
版，报纸版面虽小，却很有地方特
色，且可读性强。它紧扣常山发展
脉络，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全县大
局，反映的内容又都是我们身边的
人和事，很有亲近感。当一摞各种

报纸送过来，我首先打开阅览的就
是《今日常山》，时政要闻、专题报
道、典型经验、主题活动、宋韵古
风、诗画常山……这份内容真实、
版面新颖的县域小报，分明是宣传
党的政策、宏扬社会正气、了解社
情民意、丰富大众生活的好平台，
它不但对部门单位工作有一定的
借鉴性、指导性，也满足了人们对
于文化信息获取的需求，更为喜欢
阅读的民众提供了一份很好的精
神食粮。

说起来，我与《今日常山》还很
有情缘。

退休之前，我所从事的是财税
工作，作为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财
税部门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信息
量大，为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能，推
动工作良好开展，单位领导对信息
报道十分重视。我作为省市系统
和县里的信息联络员，一直热衷于
撰写信息，平时注重收集相关资
料，写成报道文章及时投稿，一来
二去，与报社记者建立密切的工作
联系，并结下了真挚的友情。

在稿件投送过程中，与报社编
辑、记者常有接触，他们对新闻工

作那执着认真的态度、严谨务实的
作风，对我影响很大。有一次，我
就“财政资金加强对农业补贴”一
事写了篇稿件，当时栏目编辑觉
得：这主题很好，但效果体现不够
明显，事例不够充分。过了一段时
间后，我又提及该篇稿件，编辑觉
得需要再作核实。为此，我随记者
又走访多家涉农单位，一起深入田
间地头，掌握更详细的数据信息，
从而使这篇稿件素材更充实、内容
更丰富。

还有一次，为宣传“财政公开
涉农补助款”一事，我先期拟定出
撰写大纲，记者获悉后，敏锐地发
现这是个新闻热点，就相约一起到
基层调研。一连两天跑了几个乡
镇，通过走访座谈，了解村民的真
实感受，之后，写出了《“阳光财政”
让民心更亮堂》一稿，引起县领导
的重视，对此还专门召开全县会
议，强调各乡镇在打造“阳光财
政”系统工程中，构建公开、民主、
监督、考核体系，加强财政资金的
有效监管，从而，常山推动“阳光
财政”便民利民的举措走在全市
前列。

像这样的事例不胜而举。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勤奋写作和
与记者的沟通交流，我把握了从细
微入手，挖掘新闻线索。多年来，
写了些有价值的新闻稿，也多次被
评为优秀通讯员。

退休之后，我又热衷于副刊文
章的投稿。这些年，根据自己的生
活经历，写出了《常山“城关三小”
往事》《六十年代到金源》《赵大源
老宅记忆》等稿件；为反映古城风
貌，写了《横街百米老街汇尽城中
事》《大东门：常山曾经繁华的街
区》《东淤老街记事》等人文记事；
为展现美丽乡村，写了《彤弓山新
貌》《纱帽山村枇杷黄》《碧水溪流
话濛桥》等文章；为发掘常山美景，
寻游悠悠古道，写了《登游蜈蚣山》
《幽幽龙潭景》《龙山溶洞探胜》等
游记；为宣传胡柚和宋韵文化，撰
写了《拔丝胡柚》《柚香豆泊》《柚味
狮子头》等“胡柚菜肴系列故事”。

一路走来，我与《今日常山》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它虽然是一份县
域小报，但却又是我的挚友，我也
因有它的相伴而深感快乐。

《今日常山》于2004年3月12
日创刊后，对于我这个爱好写作的
人来说，如蜜蜂找到花蕾，战士有
了阵地，感觉有了用武之地。此
后，《今日常山》在我的心目中是那
么的亲切，那么的亲如手足。每天
报纸一到，首先是认真阅读《今日
常山》的文章，因为好多信息能从
《今日常山》中获得，众多常山的新
闻能第一时间了解到。

刚创刊的《今日常山》每周仅
1期，周五出刊。由于版面有限，
对我们通讯员来说，稿子要上《今
日常山》难度很大，甚至比上市报
还难。但是，难度大不等于不能
上，只是更具有挑战性和竞争性，
只要提高稿子质量，把握好适当的
篇幅，揣摩到编辑的“胃口”，仍有
上稿的希望。回顾为《今日常山》
写稿的经历，既有甜蜜和心酸，也
有欣慰和兴奋。采写过程就像春
种夏管，最后刊登出来便是秋收的
喜悦。为了写《龙绕柑橘服务队显
身手》（2004年 7月 9日《今日常

山》刊登），我特地到龙绕采访了五
六个人，其中有柑橘服务队的人
员，也有当他村民，力求稿子更真
实、更准确；为了写《龙坑山美景》
（2004年10月8日《今日常山》刊
登），我专门利用休息日到龙坑山
采风，从与村民交谈、实地感悟以
及龙坑山今昔的变化，既较全面又
不面面俱到，使稿子更生动，可读
性更强；《常山推行村民代表质询
制度》（2005年12月2日《今日常
山》刊登，并在《乡镇论坛》杂志上
发表），花费大量时间，采访了七八
个村，走访了30多个村干部和群
众，然后数易其稿，从初稿的3800
多字，成稿时压缩到1900多字，后
来还被民政部编入教材，作为村级
民主管理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在
全国推广。

二十年来，我与《今日常山》的
密切关系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因为
我见证了《今日常山》从周一报到
周二报，从周二小报到周二大报，
从周二大报到周三大报，然后又从

周三大报到周五小报。可以说，
《今日常山》每一步成长都使我心
情舒畅，无比欣慰，并令我无限感
慨。

二十年来，我在《今日常山》发
表近千篇稿子，从开始的以新闻报
道、人物通讯为主，到后来的以散
文、小小说和人文等文学作品为
主，这就是与时俱进，在写作中锻
炼和提高。

说实话，写稿是很辛苦的工
作，而且付出的与获得的不能成正
比。但既然有这个业余爱好，就不
能奢求获得多少，而要把写作当作
一种快乐，一种锻炼，一种能丰富
业余生活的方式。通过衡短论长，
可感受到苦中寻乐，自得其乐。比
如，若干人一起到某地方游玩，有
的人到了也就到了，可我却要多
看、多听、多记，了解更具体的素材，
然后通过游记等形式，写成人文或
散文随笔，最后成为铅字，让大家分
享。这就是一种怡悦的乐趣。

由于我与《今日常山》的密切

关系，我见证了《今日常山》的成长
和蒸蒸日上，《今日常山》也促进我
在写作中有所进步和提高。我于
2012年加入浙江省作家协会会
员，2019年加入中国微小说作家
学会会员，这当中也得益于《今日
常山》这块让我经常挥汗奋斗的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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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今日常山》的二十年

编者按：奋进路初心不忘,二十载砥砺前行。3月12日是《今日常山》创刊20周年的日子，抚今追昔，风雨兼程，离

不开万千读者和通讯员们的支持。在这个让人“念念不忘”的日子里，一定会有不少人“忆念”起自己与这份报纸之间的缘

分，现本报开设“我与《今日常山》”专栏，邀请本报采编人员、热心读者、通讯员讲述自己与《今日常山》之间发生的一个个

感人故事，以纪念她二十岁生日。

我与《今日常山》

▲作者正在阅读《今日常山》报纸，

多年来养成每日读报的好习惯。

▲作者（左）去龙山溶洞采风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