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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能广

《邵阳日报》迎来了她创
刊四十周年的重要时刻。其
中三十年，我不断有长长短短
的文字奔赴她。

在我看来，报社编辑部，
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字加工
厂”。每天都有大量的文字从
四面八方奔赴汇聚于此，经过
编辑的妙手“裁剪”，最终成为
报纸上一行行灵动的文字、一
篇篇有思想的文章、一个个内
容丰富而美观大气的版面。
再通过邮政网络，一份份散发
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就像一朵
朵蒲公英散布各处。

没有一个办报人不希望
来稿踊跃，也很少有一个热爱
写作的人不希望自己的文字
变成铅字。多年来，我最大的
体 会 就 是 投 稿 如 同 播 撒 种
子。种子也许能开花，那是因

为“种子”优；也许静静消失开不了花，那是因为
“种子”劣。开不了花，不必怨艾，也无需懊恼，
下次好好将“种子”“改良”就行了。

多年来，我的身份由普通读者而为通讯员，
工作岗位由教师而为新闻工作者。岁月改变了
我很多，但没有改变的是我和《邵阳日报》的情
缘。以前，作为一名业余通讯员，我读《邵阳日
报》眼睛很“刁”，基本只读副刊和言论栏目，对
新闻版块仅是浅阅读。

“初读不知办报难，知难已是办报人。”因机
缘巧合，二十年前我成了一名正式的新闻人，此
时方知读报容易办报难。办报要心心念念琢磨
报道方向，要兢兢业业丰富栏目，要孜孜矻矻把
关文字，更遑论夜班校稿……在四十年的历程
中，《邵阳日报》一代代新闻人顶着职业的荣光，
也背负着艰巨的使命，坚守着“文字的苦役”，
朝朝暮暮，青丝渐变白发……

因为理解，所以我尊重每一位编辑记者。
因为尊重编辑记者，我十分尊重他们的劳动成
果。不同于以往的草草而读，如今，我读报总选
择在诸事已毕的清夜，静坐书房细细读。此时，
茗香与墨香交织，文字与思想碰撞，不失为平生
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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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贤秀

笔者退休多年了，身子骨倒还
硬朗，喜欢看书读报刊，尤其爱读

《邵阳日报》，并从中获益匪浅。
每天清晨日报送来，我就坐在大

门口，戴上老花镜，借助自然光翻阅
浏览。我先查找副刊有无儿子的署
名文章，偶尔找到一篇，就兴奋得不
得了，自豪地推荐给邻居们。一份日
报我可以从头看到尾，即使是一条再
小的消息也不放过，特别是和实际生
活有关联的，更是读了一遍又一遍。
假如邵阳日报社要评读报最忠实最

认真的读者，我很有希望当选的。
《邵阳日报》创刊四十年来，一

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关注社会情
系民生，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一直以来，她
聚焦时代变革，服务市民生活，因此
她的内容包罗万象。

我爱读日报，却并不喜欢剪报。
总觉得一份报纸剪得七零八落，怪可
惜的。就只是积攒，一张都不舍得
扔。有时邻居借阅，我总不忘完整索
回。时间长了，报纸积了一大堆。孩
子们建议卖给废品站，我却死活不
肯，说留着有用。他们不相信，除了

做菜——我经常从报纸上学得一两
招，因此厨艺大进外，旧报纸还能有
什么用？可后来有一回，还真应验了
我的话。女儿到超市购物，电动自行
车被盗，与超市交涉，对方百般推诿，
她为此事一筹莫展。我突然想起某
天的日报有过类似报导，超市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她一听喜出望外，正准
备一张张地找。我摆摆手，胸有成竹
地从一大叠报纸中准确地择出了那
一张。凭这张报纸的报导，超市无言
以对，赔偿了事。

从此，我“名声大噪”，左邻右舍
有什么烦心事，老爱在我面前聊聊，
希望得到有益的建议。我也热心快
肠地为大家“排难解纷”，乐此不疲，
读报的劲头更足了，精神上有所寄
托，身体也健康了许多。

一路相伴度晚年

钱诗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基建工程兵部队
时就有写文章的爱好。退伍后，我来到新宁
县造纸厂工作，马上就关注了《邵阳日报》。
40年来，我阅读了全国各地报刊无数，总感觉
到只有家乡的《邵阳日报》最亲。当年，她还
只是小报一张，一下就看完了，有时连广告也
不放过。

因为我爱写文章，厂领导把我调到办公室
任主任，于是我读报、写稿的劲头更欢，在《邵
阳日报》发表了不少作品。40年来，我为《邵阳
日报》积极培养像我这种无名的作者、积极团
结和锻炼邵阳文学队伍而感到非常兴奋。

曾经也有文友要我介绍认识的《邵阳日
报》的编辑，可我一个业余写作爱好者不认识
任何编辑，怎么介绍？其实，我只接到过认真
负责的编辑们的电话和信息。

来到广州后，为《邵阳日报》写稿少了，但
《邵阳日报》的电子版我每天必看。

家乡报最亲

颜复叶

七年前，我在村部图书室义务
当管理员。图书室的书多，我用了一
段时间把自己喜爱看的书都看完
了。在图书室订购的《人民日报》《湖
南日报》等报刊中，我最喜欢看《邵
阳日报》。《邵阳日报》上刊登的是我
们身边的人与事，使我们能更好地
去了解和认知邵阳，因此我总觉得
她有种亲切感。每天送来的《邵阳日
报》，我都会一字不漏地去读、去看。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位
在外十多年没有归家的大伯突然回
来了。大伯回来的第二天去领“田亩
钱”，却发现卡里没钱。也就是说，大

伯的田别人种着，田亩钱也是别人
领取了。大伯将几个村干部都问遍
了，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稍后，我
将大伯的情况向《邵阳日报》编辑部
反映了。我清楚地记得，五天后，我
接到一个陌生来电。他说他是邵阳
日报记者罗俊。在邵阳日报记者的
介入下，很快，所有的疑团终于查个
水落石出。大伯的田由我们组里的
一个村民种着，田亩钱也一直是他
在领取。大伯很快领到了该村民退
还的田亩钱。这个看似相当复杂的

问题，就这样完美地解决了。
我曾与大伯说过，要送面锦旗

到邵阳日报社去。大伯说，那是应该
的。后因路程远，送锦旗的事就不了
了之，但这事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再后来，我有幸遇到来我村采访
的邵阳日报记者袁光宇等人。袁记者
见我很爱读书看报，便鼓励我去加入
作协。在袁记者他们的指引下，我很快
加入了武冈市作协。加入作协后，我收
获颇丰，我的文章还发表到了一些杂
志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平台上。

谢谢您，《邵阳日报》

1.我向来认为，文章在于质量，
不在于在哪种级别的报刊发，文章
的质量与报刊的级别并不成正比。
我有多篇被编入年选的作品，就是
从《邵阳日报》选取的，其中长江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年度精短美文精
选”系列图书就选有7篇。在《邵阳晚
报》发表的《瞻朱自清像》一文，还被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入《朱自清
散文选》的“子本”（“母本”是朱自清
的散文，“子本”是介绍朱自清和解
读朱自清的文章）。

——黄三畅《文缘40年》
2.我非常感谢两任编辑给我发

稿，同时也感谢他们将有些稿子按
下没给发表。如今想来，有些稿子是
为发表而写的，带了肤浅的欲望；有
些稿子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的；有
些未免不是为赋新词说愁的。这些
稿子没有发出来，于我是一种含蓄
的鞭策和保护，使我能静下心来反
思。两任副刊版面的编辑，让我感受
到了一种简单纯粹的作者与编辑的
关系。坊间传说，一些期刊，作者与
编辑存在利益交换，或者只重名家。
但是我在这两任编辑这里，却有着
这样的感受：他们既严格又宽容；除
了文章的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

——楚木湘魂《投稿琐忆》
3.无论工作多忙，事情再多，《邵

阳日报》我期期必看。现在邵阳日报
社已迁居到邵阳大道新址，变化的是
报社地址和建筑物外观，不变的是

《邵阳日报》追求精品力作的初心。
——石颂军《不变的是初心》
4.自从1984年《邵阳日报》创刊，

终于了却了我每天都能看到邵阳新
闻的心愿。我看报有个习惯：旁边必
须摆一本地图册。尤其是邵阳地图，
她的每一个角落我都记得非常清晰。
不管邵阳哪个地方发生了变化，我都
非常关注；哪些方面有了成绩，我都
由衷高兴。我的心通过《邵阳日报》与
邵阳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易祥茸《亦师亦友40年》
5.对于《邵阳日报》，我还是一名

敢发诤言的评报者。记得二十年前，
有一次报社征集评报意见，我的评论
赫然贴在“评报栏”。此评论剑指某些
编辑把栏目变成自己的“自留地”。报
社朋友告诉我，我的评论还受到报社
高层点评，敢“开炮”、“瞄”得准、“火
力”猛。现在想来，哑然失笑，真是“初
生牛犊不怕虎”。不过想想，评报“红
红脸、出出汗”，不搞“太极功、空对
空”，正是我的“报人心”的体现！

——陈梦琪《缘聚缘散缘不断》
6.三十多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

我圆了作家梦、记者梦、诗人梦、录
干梦、出书梦……让人难以置信的

是，这一切皆缘起《邵阳日报》。打开
我珍藏的20本厚厚的剪报本和200
多本鲜红的获奖证书，回想起与《邵
阳日报》相识相守的时光，心潮澎
湃，暖意融融：《邵阳日报》就像一座
灯塔，在我迷惘的时候为我导航，在
我拼搏的时候助我扬帆。

——张雪珊《灯塔》
7.后来《邵阳日报》扩容成对开

8版大报后，仅副刊就开辟了双清、
爱莲池、百家论坛等专版，作者的用
武之地更广阔，发表作品的机会多
了。我十分珍惜这种机会，同时把给
我以“恩惠”的《邵阳日报》当做老
师，始终守着一份尊师的执念，在她
的关照下学步前行。她教会我许多

“秘籍”，怎样选材，怎样布局谋篇，
怎样叙事议论。我从编辑老师修改
后见报的稿子中，除了领会出编辑
人员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也学到
了删繁就简等写作技巧。

——黄三丛《〈邵阳日报〉，我的
良师益友》

8.是《邵阳日报》和《邵阳晚报》
的编辑老师们帮助我实现了写作的
梦想。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我的新
闻写作之路将无从谈起。在感叹时光
飞逝的同时，喜闻《邵阳日报》迎来创
刊40周年华诞，可喜可贺！在此，我
献上最真挚的祝福，祝《邵阳日报》续
写华章，再创辉煌！期待她传递出更
多精彩的邵阳故事。

——尹建国《岁月悠悠 纸薄
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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