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1号 邮政编码：324200 通讯员QQ群：84656362 投递电话：5012573 广告热线：15505707666 每周二、三、四、五、六出版

20242024年年33月月1919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责任编辑/版式：汪杰4 《《今日常山今日常山》》创刊创刊2020周年特别报道周年特别报道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风
雨
同
舟
二
十
载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砥
砺
前
行
再
启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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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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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纪念其二十岁生日。

我与《今日常山》

▲作者在阅读《今日常山》数字报

生命如树，坎坷如歌
●王土青

二十年前《今日常山》刚创
刊，记者黄良木、马朝虎执意要采
访我，那时我患非何杰金氏淋巴
瘤不久，省级医院判断我存活期
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正巧健美
明星马华谢世，在社会上引起了
强烈反响；而我患肿瘤前一直坚
持长跑，因此有人联系我的情况
作了进一步说明，对锻炼身体有
益于健康产生了怀疑。我拗不过
两位记者兄弟的软磨硬泡，接受
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说：“我就是要
好好地活下来，向世人证明：运动
的人生才是健康的人生！”黄良
木、马朝虎在通讯《我用坚强写壮
歌》结尾写道：“让我们相信奇迹，
奇迹会产生的！我们相信王土青
一定能续写出《坎坷如歌》的下
部，我们期待着……”

时间一晃二十年过去，回顾
二十年来的经历，我与《今日常
山》结下不解之缘。为了实现当
初对读者的承诺，二十年来我做
了三件事：抗癌、登山锻炼、写山

水常山。
抗癌的艰难痛苦是局外人想

象不到的。命运不公，困境丛生，
我，一个行者，踯躅在凄风苦雨
中，蹒跚，却始终不失方向，始终
怀有一颗求生的心。二十年来我
大半时间在剧痛中度过，头发数
次脱落，瘦得人不像人、人见人
怕，最艰苦的阶段一天24小时内
难有5分钟安宁，最痛苦时无法站
立也无法躺下，上、下气不通，难
忍程度无以言状。当自己觉得生
活沉重生命艰难，硬是靠信念活
下来，从生活中汲取些让筋骨坚
韧的养分。因此，尽管岁月的沧
桑在我的心灵上投下太多的阴
影，但我依然执著，生活让我饱尝
忧患与艰难的同进，也赠予我顽
强的意志与毅力；直面人生的不
幸，于残缺中寻求完美，在厄运中
奏响强音。

登山是锻炼身体最好的平台
之一。坚持每周至少一次登山，
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有落下一次。

走遍常山，立足衢州，围绕浙江，
面向全国，驴行世界。我们常山
县户外登山运动协会荣获2018-
2021 年度浙江省群众体育突出
集体，2023 年被评为 5A级社会
组织。

我一边坚持登山运动，一边
把常山的山水转化为我笔下的文
字。这些年来我在《今日常山》上
相继发表了《天潭情》《梅树潭》
《寨上行》《从大山到寺坞》《从千
家排到乌麦岭》《石门坑》《溯溪祝
家源》《游芙蓉峡谷》《古村金源》
《双尖》等数十篇写常山山水的文
章，我也写诸如《将军，一路走好》
之类的纪念文章。可以说，《今日常
山》给了我动力，给了我精神食粮，
帮助我渡过难关，让我活到今天。

可以告慰黄良木、马朝虎和
广大《今日常山》读者的是如你所
愿：我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
没有食言，《坎坷如歌》已经完稿。

吃得菜根，百事可为。苦难
是一笔财富，天塌下来当被盖，艰

辛知人生，命运可以是千疮百孔，
然而心却可以完好无缺。我们都
有心理准备去面对生命中无法预
知却又注定到来的苦难。如一棵
树，有春天的新芽盛夏的浓荫，必
然有深秋的落叶寒冬的萧索。生
命如树，我们不再为自己的天空那
点阴霾而惆怅。二十年，多么漫长
的萧索，我硬硬地把坎坷演绎为
歌。叶要落，因为肃杀，因为沧桑
到了绿叶承受的极限。走过最艰
难的时季后，树，会在第一丝暖风
吹起时，又吐芽，抽枝，以苍翠伟
岸的姿势傲然站立。至于曾经的
落叶，化为沃土，重归大地；或者，
任小鸟衔去，铺筑它们温暖的巢。

常山这方水土真能孕化出这
样坚韧的筋骨：对抗肌体最肆虐
的痛苦，承受心灵最尖锐的痛
苦。弹指二十年过去，在今后的
岁月里，我将永远关注《今日常
山》，不遗余力地做《今日常山》的
终身朋友！

●王海福

《今日常山》创刊二十年，也
是我和《今日常山》相依相伴的二
十年。

之所以说二十年来我和《今
日常山》相依相伴，是因为《今日
常山》创刊之初就开始接触。那
时我在单位做办公室工作，众所
周知，办公室人员一个重要职责
就是完成单位的信息宣传，时常
会联系和接待报社记者对单位的
采访报道，自己也需要力所能及
地写点政务报道等稿子在报纸上
刊发。一来二去，和报社接触就
较多，这也算有缘了，但不是很
深。真正接缘应该自 2010年我
加入县作协理事会到目前主持县
作协日常组织管理工作的这十多
年时间，因为工作关系，和报社编
辑、记者的接触越来越多。任何
一张报纸都离不开通讯员，在《今
日常山》通讯员队伍里，我不是出
类拔萃却是很荣幸的：先后多次
被报社聘为“新闻中心特约撰稿
人”“新闻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监督员”“广播电视视听评议监督
员”“新闻中心评报员”“传媒集团
评议员”等，也多次被评为优秀特
约撰稿人、评报员、通讯员等，书
房架上摆着的光报社颁发的各类
聘书、荣誉证书不下十本，还应邀

参加报社组织的办报提质等各类
座谈会不下十数次，平时也积极
写稿、投稿，最多的年份一年内发
过通讯报道、文学作品等各类稿
子近百篇，一期报上刊发我个人
采写的稿子最多达到五篇，这些
报纸我也都好好收藏着。仔细想
来，我和《今日常山》的渊源不可
谓不深。

看报读报，是我的爱好。读
《今日常山》，更是情有独钟。每
读一次，都感到亲切，受到鼓舞，
得到教益。这里我不说 20年来
《今日常山》伴我学习成长，吸取
教养，不断受益之种种，单说说
《今日常山》让我懂得了什么是
“情”和“爱”。

“情”，是历届《今日常山》办
报领导、全体采编人员对全县人
民、广大读者之真情。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是人民历来颂扬记者崇高职业
的真实写照。说的是他们坚守正
义道义，坚持舆论导向的同时，不
忘人民疾苦，甘为人民服务。《今
日常山》创刊之初，就秉承着为民
服务的理念。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曾经有个“三衢热线”的栏目，向
读者市民公布24小时热线电话，
有困难都可以寻求记者帮助。刚

开始，我也不知道报社到底能把
这个栏目办得怎么样。真到有一
天，老家村里隔壁一个70多岁老
农找到我说：街上男（我小名），你
和报社熟，有个事情能不能帮我
找个记者帮忙？原来，他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是江山市一家煤矿
的工人，七十年代因故离矿回到
村里务农，现在听人说可以办退
休拿生活费。当时我心里也没
底，记者到底能不能帮忙，只告诉
他报社是有一个记者帮办“三衢
热线”栏目，可以打个电话试试
看。让我没想到的是，报社接到
热线电话后，当即派出记者采访
了他，不仅为他刊发了求助稿件，
还专门安排了一名懂法律的记者
先后前往江山市联系所在地煤矿
以及市县社保部门，最终把他办
下了生活费补助手续，让老农至
今还念念不忘记者的好，更让我
领略了《今日常山》办报领导、采
编人员对人民的这份真情。

“爱”，是全县人民、广大读者
对《今日常山》报纸以及办报领
导、采编人员之喜爱。

“王医师（卫生系统的同行一
向都叫我医师），你帮我联系一下
《今日常山》报社，能不能请领一
份报纸看看，我特别喜欢看《今日

常山》报。”像县防疫站退休、原县
诗词协会理事方桂珍老师这样喜
爱《今日常山》的也是全县广大读
者市民的一个缩影。笔者在社区
居委会办公多年，亲眼目睹了广
大市民喜爱《今日常山》的一幕
幕，平时社区居委会订阅的报纸
较多，前来阅报的市民也多，每天
报纸一送到，在众多的报纸中，广
大读者市民首选的是《今日常
山》。大多的市民都和我一样，每
期每篇内容都必看，大家都说，对
《今日常山》党报副刊的一元化原
则和版面多元化特色的有机结
合，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和
可读性于一体的报纸风格，充分
肯定，表达了对《今日常山》的一
份关心和爱护之情。

祝愿《今日常山》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更加灿烂辉煌！

《今日常山》让我懂得什么是“情”和“爱”
——我与《今日常山》相依相伴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