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码
看
视
频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商丘日报》转眼迎
来 40周年大庆。作为报社创立之初的第一批‘老人’，我
现在还记得当时到单位上班的情形……”9月25日，78岁
的商丘日报原总编辑李清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翻看一张
张在报社工作时留下的老照片，打开了回忆往昔岁月的话
匣子。

1983年春天，李清海从空军某部转业回家乡商丘安
置。适逢当时的商丘地委筹办机关报，在部队担任新闻宣
传工作多年，经常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空军报》
等大报发表作品的李清海顺理成章地成为报社一员，担任
总编室主任。“办报之初，报社一无办公地点，二无印刷
设备，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李清海回忆道，“但这完全难
不倒我们。大家当时都是凭着对新闻事业的一腔热爱，满
怀创业激情来到报社，决心克服困难，创造条件把党报办
好。”他还记得报社最初在原商丘行署对面一家单位楼上
借了五六间房办公，大家骑着自行车、搭乘公交车外出采
访，回来后就挤在房间里写新闻稿。有时候仅有的几张桌
子不够用，记者就趴在凳子上写。印报纸更是要到外县印
刷厂排版、印刷，熬夜加班是常态。凭着一股子干劲，他
们保证每一期报纸准时与广大读者见面。此后，报社办公
地点又先后两次变迁，直到位于归德路上的办公大楼落
成，大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就这样，最初几年
里我和同仁们艰苦奋斗，尽管吃苦受累，但是其乐无
穷。”李清海笑着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全国各地。李清
海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党报要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搞好
主题宣传。“为了挖掘改革开放的鲜活案例，我几乎跑遍
了城乡各处采写新闻。有的是介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有的是介绍企业现代管理制度……这些报道，都先后在
《商丘日报》显著位置发表，有些还被省里和中央报刊采
用。”李清海回忆道。当时，报纸是舆论的主战场。在采
访中，他发现一些企业在改革中的做法引起了社会的不解
和争议。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评论。看到当
时不少企业严重亏损导致破产的情况，他又深入调查采
访，写了数篇企业兼并联合、突破困境的典型报道……一
篇篇报道和评论，记录了商丘改革开放的激荡进程。进入
上世纪90年代，他又把手中的笔对准国企下岗职工，采写
了一系列励志又充满温情的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报道，引导

广大下岗职工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创业。
2000年，李清海担任商丘日报总编辑，他全程参与了

《京九晚报》的创办并兼任该报第一任总编辑。“创办《京
九晚报》其实始于1995年。我记得那年‘五一’过后，在
商丘日报社党委会上，当时的社长李汉聚就提出创办《京
九晚报》，大家一致称赞这是个‘金点子’。商丘地处豫鲁
苏皖四省交界处，京九、陇海两条铁路在这里交会。《商
丘日报》是地方党报，如果有《京九晚报》作为子报，必
然能够立足商丘、辐射周边，更好地宣传商丘。”党委会
很快形成了决议。李清海当即向原商丘地委宣传部起草创
办《京九晚报》的请示报告，并很快得到了同意的批复。

但是由于大形势的原因，创办《京九晚报》的申办工
作一再搁置。到了2000年年初，市委领导安排报社领导班
子，要抓住机遇，争取申办成功《京九晚报》。“我牢记市
委重托，经常与省里有关部门联系，了解政策动向。到了
2000年4月，终于传来了喜讯：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商丘
广播电视报》改刊为《京九晚报》，由商丘日报社主管主
办，周五刊四开八版。”李清海说。

“正式创刊之前需先试刊。为了办好《京九晚报》试
刊，报社采编队伍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到江苏徐州《彭城
晚报》学习办报经验，一部分人采写适合晚报风格的新闻
稿件。”李清海回忆道。在试刊的日子里，年轻的采编人
员从早干到晚，经常熬夜加班，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的
采编队伍。在试刊 8 期报纸之后，《京九晚报》 终于在
2001年 1月 1日正式创刊。从此在商丘这片具有丰富文化
积淀的土地上，老百姓拥有了自己茶余饭后的心灵家园
——《京九晚报》。

李清海至今还保存着很多他到报社以来各个时期的工
作照片，其中国际友人大山的商丘行很引人注目。加拿大
籍学者及主持人、相声演员大山曾经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
舞台，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国际友人。他的爷爷“饶大
夫”上世纪20年代曾经在商丘归德圣保罗医院（现商丘市
第一人民医院）行医。《京九晚报》记者邱影敏锐地捕捉
住此线索后与大山取得联系，并促成了这位国际友人多次
来商丘寻访，促成了大山与商丘的一段不解“情缘”。《京
九晚报》当年以大篇幅刊发大山到商丘“寻根”的报道，
引发全国众多媒体的转载。央视《艺术人生》、河南卫视
《名家访谈》等栏目相继为大山录制了专题节目。在很多

节目和场合上，大山都会一往情深地谈到他在中国的另一
个家——河南商丘，不遗余力地向外界推介商丘、宣传商
丘。

2002年，李清海在两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休。此后他还
非常关心《商丘日报》《京九晚报》的发展，并继续笔耕
不辍，创作了大量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继续为商丘
的宣传工作发光发热。“在《商丘日报》创刊 40周年之
际，我希望广大同仁牢记党报使命，不忘党和人民的重
托，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办好《商
丘日报》，谱写商丘华章，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采访结束时，李清海殷切寄语报社同仁。

商丘日报原总编辑李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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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海（左）与记者交谈。 本报融媒体记者 屠良冀 摄

李清海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李清海（右）采访大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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