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过后的天空一片湿热，热量仿佛没有丝毫减少。为
参与“庆祝《商丘日报》创刊40周年”征文活动，我汗流浃背地
翻箱倒柜，寻找过往的有关记录。四十年来的往事并不如烟，
岁月走过的每一段，记录的文字都留有深深的印记，丝丝缕缕
地梳理出我与《商丘日报》的情缘来。

1986：初识《商丘日报》

我是1986年8月20日到乡重点初级中学报到注册的，这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远离家门求学，但有幸寄宿于一位亲戚
（时任乡中心校校长）的办公室，条件自然很好，关键是该办公
室还有《商丘报》（1989年 1月 1日改为《商丘日报》）和《半月
谈》等报刊可供学习之余阅读，甚是惬意。这便是我与《商丘
日报》的初缘。

记得当时的《商丘报》是四开四版，黑白套红印刷，每周有
二三期，报纸幅面较小，读起来虽不过瘾但感觉墨香很浓，当
时的那种感觉是现在读书看报所没有的。还记得《商丘报》的
报头是舒同字体，因为以前略知这位“马背书法家”的故事，所
以对此记忆深刻。每次读完报，总把报纸按时间先后规规矩
矩地放进报夹。就这样不经意间，初中生活结束了，读书看报
的习惯也养成了，至今不渝。高中阶段、大学阶段的学习紧
张，但阅报栏自然而然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必至之地，遗憾的是
这期间能读上《商丘报》的机会少之又少。

1996：与《商丘日报》渐行渐近

1996年6月大学毕业，进入了市区一所中学任教，开始从
一名学生到一名教师的身份转变。记得当时所在的办公室有
《中国教育报》《中国旅游报》和《商丘日报》三份报纸，习惯是
不易改变的，每期报纸必读是家常便饭。加上商丘日报社近
在咫尺，工作之余，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与兴趣爱好，为《商丘
日报》投稿也成了我的行动，于是便有了诸如《年画市场风光
缘何不在？》（1999年3月9日2版）、《旅游，离咱老百姓还有多
远？》（1999年 3月 17日 2版）、《旅游，有钱想着花》（1999年 4
月 6日 2版）、《不当“名人”》（1999年 5月 25日 1版）等“豆腐
块”文章得以发表，同时也有幸结识了报社的张同德、刘少杰、
李文台、吴涛等老师，教诲如春风，受惠铭心间。

2006：《商丘日报》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2006年6月研究生毕业，进入了省会一所高校任教，表面
上看与《商丘日报》的地理距离远了，实际上作为商丘古城文
化爱好者与研究者中的一员，倒是与《商丘日报》的心理距离
更近了，那种良师益友般的情愫在潜滋暗长。

限于我的研究选题多是围绕商丘古城展开的，阅读《商丘

日报》也成为我选题或深化细化选题的信息源之一，加之我一
贯秉持“学术研究不是高高在上的自我玩味，一定要让身边的
大众知晓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商丘日
报》作为大众媒体，承载着反映舆论民情、记录社会发展的重
任，更利于研究成果的普及推广，遂成了我的一些有关商丘古
城研究的拙论或学术见解发表的权威平台。

犹记得，2008年 3月 8日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商丘
古城研究的内容打包寄给了李传申老师，李老师审阅后又将
这些内容推荐给戴文杰老师，于是便有了《商丘古城“申遗”之
路展望》（2008年3月16日1版）、《商丘古城 魅力无穷》（2008
年 7月 27日 1版）、《商丘古城：世界遗产标志城》（2008年 12
月 28日 1版）、《商丘：中国旅游活动的发祥地》（2009年11月
25日7版）等个人见解或学术观点的发表。此后，在两位老师
的指导下，《再论商丘古城“申遗”》（2010年9月10日B1版）、
《商丘旅游发展应紧抓四项战略》（2011年 2月 18日A3版）、
《澄清“商丘古城”概念》（2011年1月20日A3版）、《商丘古城
外圆内方的文化意境》（2011年 3月 25日B1版）、《白云禅寺

“铁锅槐”文化意蕴考》（2011年4月22日B1版）、《中国历史上
的“商丘标准”》（2011年8月5日B1版）等理论探讨或实践建
议的文章也得以发表。

近几年，围绕商丘古城申遗，我开始对其“突出的普遍价
值”进行深挖深掘，其间结识了蔡明慧老师，一位非常敬业专
业的老师，她有时会为一个段落或一个准确词汇的表达沟通
若干遍。在蔡老师的指导下，《对商丘古城申遗的认知与思
考》（2022年8月19日5版）、《商丘古城：“龟象”城池的典范之
作》（2022年12月2日5版）、《商丘古城：“龟象”城池的文化溯
源》（2022年 12月26日 5版）、《商丘古城申遗的回顾与展望》
（2023年7月14日5版）、《归德府城墙进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
申遗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24年 6月 21日 6版）、《商丘
与南京纵跨 350余年的地名情缘》（2024年 7月 12日 6版）等
拙作得以刊发。

非结语的结语

40年栉风沐雨，40年岁月如歌，《商丘日报》与时代同步，
与人民同行，倾听群众心声，讲述百姓故事，见证了商宋大地
的沧桑巨变，记录了商丘儿女的奋斗足迹。

峥嵘岁月皆为过往，心之所向就是未来。真爱，不止于
言，更在于行，成就一项伟大事业需要若干代人的薪火相传、
前仆后继，唯愿《商丘日报》在新时代的大潮中，放眼未来，面
向世界，在时空流变中不负重托、不负韶华、不负梦想，丹心一
片照汗青。

（作者系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学院副院长）

我与我与《《商丘日商丘日报报》》的三段情缘的三段情缘
□陈道山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
让人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向前
走的行程中，默默地陪伴
你，无声地指引你。她是
你的良师，又是你的挚友。

是 的 ， 时 间 过 得 真
快，花开花落，冬去春
来，一年又一年，古人形
容如白驹过隙，真的一点
也不为过。转眼之间，我
参加工作已 30个年头。30
年里，我的良师兼挚友非
《商丘日报》莫属。在《商
丘日报》即将迎来创刊 40
周年华诞之际，我想说：
《商丘日报》，一路相伴感
恩有你！

1995 年，我毕业后被
分配到虞城县八里堂乡政
府工作，可以说是开启了
人生新的旅程。可不久，
父亲因病去世。在乡政府
办公住宿都在一起的一间
房 子 里 ， 每 当 夜 深 人 静
时 ， 我 常 想 起 父 亲 在 世
时 ， 打 扫 干 净 我 家 的 院
子，洒点水，四方桌子一
拉 ， 围 在 一 起 吃 饭 的 情
景。突然有一天，我想把
这 段 美 好 的 回 忆 记 录 下
来。在乡政府食堂吃完晚
饭，我就关上门，铺开稿

纸写起来。窗外是乡政府的院墙，院墙和房子中
间栽有一排梧桐树和杨树。这些树都有年头了，
个个枝繁叶茂，风一吹“哗哗”作响。在树叶的

“歌声”里，我一口气写完了我的记忆和思念，
我给这篇散文起了个标题《我家的大院》。第二
天，我从办公室找来方格稿纸，仔细抄写好后邮
寄给《商丘日报》编辑部。

大概半个月后，同事举着一张报纸对我说：
“你的文章发表在《商丘日报》上了，好大一
块，厉害厉害！”我接过报纸一看，果然是我写
的《我家的大院》，发表在宋圣英老师编辑的周
末版文学副刊上，而且是头条位置。什么是幸
福？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我知道，有一种幸
福是码字者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我把
这张报纸放到我的办公桌上，一天不知道看了多
少遍。后来，我把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了下来，
压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碰巧不久《商丘日
报》虞城记者站站长刘建谠老师下乡采访，见到
我说：“宋圣英老师夸你的文笔好呢！”能得到编
辑老师的夸奖，无形之中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再
后来，我开始尝试着写一些有关八里堂乡的新闻
稿件，时有“豆腐块”刊发在《商丘日报》。

有了这些“豆腐块”的“助力”，2000年我
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由于专门从事新闻写
作，与《商丘日报》的联系更加频繁了，时效
性不强的新闻稿件通过邮件寄送，时效性强的
稿件就亲自送到报社。这样慢慢地就与各个版
的编辑老师沟通多了，也得到很多编辑老师的
信任和支持。

我清楚地记得，2004 年农历大年三十下
午，农村周刊的编辑彭浩老师给我打来电话，约
我写一篇群众过年的稿子。我当时非常感慨，编
辑老师这个时间还在值班，同时也感到非常有压
力。老师这么信任我，我不能随便应付了事。我
决定从熟悉的老家人里搜寻采写对象，确定采访
对象后，打电话给村支书，让他把采访对象叫到
家进行电话采访。下午6点左右，我把写好的稿
子发给了彭浩老师。2004年 1月 22日，农历大
年初一，我的新闻稿《受灾农户过肥年》刊发在
《商丘日报》2版（大地纵横）醒目的位置。

时隔 20年，许多往事像灰尘一样被时间的
洪水冲洗得无影无踪，而我却把这件事牢牢记在
心里。在我循着记忆翻看我的新闻稿件剪贴本
时，一下子就找到了它。我数了数，仅 2004
年，我就在《商丘日报》上发表新闻稿件 70多
篇（幅）。

回想一下，20多年了，《商丘日报》每天都
与我形影不离。前些年，每天到办公室就是找
《商丘日报》看，现在每天到办公室，打开电
脑，第一件事就是看电子版的《商丘日报》。在
宣传部工作的这么多年里，我撰写的稿件获得过
国家级和省级的新闻奖项，但我知道，这些成绩
的取得与《商丘日报》编辑老师的指导分不开。

真心地说一声，谢谢您！《商丘日报》，谢谢
您！那些一直关心支持我的编辑老师们！

（作者系虞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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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打开电脑，不由自主地就会点开《商丘日报》网站，在
古宋大地醉心徜徉，看古都商丘新时代的磅礴力量，这是我累
年的写作习惯。那一篇篇灵动鲜活的文字，飘逸着家乡久违
的铿锵韵律，一日不谋面如隔三秋的知己老友，饱含着殷商之
源的厚重文化，醇香绵长，回味悠远，成为我灵魂深处的根脉，
给我最浓厚的滋养和最畅意的欣喜。

毋庸置疑，我最初的文学萌芽，来自《商丘日报》的副刊，
那是我最钟爱的青草地和小星星。篇篇美文珠玑罗列，圆润
而光滑，让我沐浴到广袤豫东独特的变幻不息的文化风景，美
轮美奂，包罗万象。读来或甘润如饴，或醍醐灌顶，或酣畅抒
怀，构成我最钟爱的“美味佳肴”。

读得多了，文字的思绪就在我笔下潺潺流淌，用一张小小
的邮票，怀着忐忑不安的期盼，满怀希冀地投进墨绿的邮箱，
等待梦寐里的甜甜笑靥。很快，当我在新一期散发着油墨香
的《商丘日报》一角惊奇地发现我那篇小小的“安琪儿”，经过
编辑老师的修葺，顿时支棱起了精神。我急忙冲进锦霞烁金、
碧水悠悠的绿茵河畔，迫不及待地一字一句地念，感到每个符
号都如优美的音律，在欢快地唱歌、跳舞，我心头那棵属于文
学的小苗儿悄然间破土摇曳。

后来，我踏上文学的漫漫征途，读《商丘日报》成了我信手
拈来的“必修课”。我常常感慨，它不仅是照亮古都的权威党
报，更是商丘发展的忠实“记录仪”、文化凝聚的多彩“百宝
箱”。一群锐意进取、学识渊博的媒体人，有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责任，更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担当。步履日益矫
健，身姿日益靓丽。《商丘日报》是党的喉舌，又是百姓的舞台，
坚守在一方美丽富饶的交通枢纽、希望沃土，逐渐出落成穰穰
满家的“大家闺秀”。

2007年，为纪念抗日名将彭雪枫将军诞辰100周年，我创
作了4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彭雪枫将军——永不飘落的红
叶》，交付当代中国出版社。在即将付梓之际，我写了长篇随
笔《翰墨丹心慰忠魂》，记述了采访彭雪枫的儿子彭小枫上将

和彭雪枫的革命伴侣林颖老人的详细经过，也略带叙述了创
作过程。稿件确实很长，我想《商丘日报》大概率不会刊登，就
通过邮箱发了过去，随后便搁置脑后。

没想到，月余后我的手机突然夜半惊铃，报喜电话次第而
入，说是这篇深度通讯登上了《商丘日报》文化周刊的头题，而
且占了大半个版面，可喜可贺！我拿着当期报纸，看到了《商
丘日报》的恢宏大气，精美的版面编排、匠心独具的编辑、恰到
好处的修改，给我一个无名作者如此厚爱，让我激动万分，感
慨万千！后来，报社一位资深编辑提起这篇稿件，感慨地对我
说：“我们作为革命老区，对抗日名将的崇敬就应该体现在宣
传里，就要浓墨重彩！报纸就要做到春风化雨、培根铸魂。”

这之后，我的一系列作品，《商丘日报》或多或少给予了热
情洋溢的报道，大块的篇幅、典雅的插图，给了我无微不至的
呵护，让我的写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站在商丘厚重的土地
上，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文化美景。我感到，作为新闻媒体，
《商丘日报》对商丘文化的推宣是主动担当，是躬身作为，责无
旁贷地扛起商丘文化繁荣的大旗，记录古都新时代的飒飒英
姿，策划选题亮点纷呈、重磅文章震撼有力、奋进踏石留印、发
展不遗余力。

读报千百遍，下笔自甘霖。我总会把一些略显稚嫩的文
字悄悄地投进《商丘日报》的邮箱，或小说、随笔，或散文、诗
歌，或消息、通讯，《商丘日报》总会虚怀若谷，编辑老师悉心斧
正、热情襄赞，让我或多或少的扭捏拙作，乘着《商丘日报》的
鲲鹏之翼，在明丽的天空中矫健飞翔。每每收到聊以欣慰的
稿费，与文友同事在文学天地里一番畅游，一通欢笑，也算一
大乐事。

衷心感谢《商丘日报》对我的提携、支持和帮助，千言万语
道不尽。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商丘日报》玉树临风正当年。
一个文化富足、踏实进取的优秀群体，一个全方位发展、锐意
前行的党报矩阵，在黄淮腹地高铁纵横的交通枢纽之地，一定
会百尺竿头再出发，成为商丘高质量发展、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商丘篇章的“前行官”和“瞭望者”。无论我走到哪里，树高千
尺忘不了根，我必将始终如一，与饱含家乡味道的《商丘日报》
携手前行。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中心副主任、河南省直作协副主席，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
副会长）

报 缘
□欧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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