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
大钊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商丘日报原总编辑助理、高级
编辑王玉华从事新闻工作的座右铭。40年来，他除了短暂
的两年下乡挂职锻炼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新闻
业务上。在“道义”的驱使下，他崇尚英模，用饱蘸深情
的笔墨塑造了《高风亮节的共产党员》《俯首甘为孺子
牛》《沙河英魂》《英雄浩气垂青史》《好法官刘传珍》等
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形象；他忧国忧民，用深邃睿
智的思考剖析了《幼儿园忧思录》《食盐警示录》《商丘血
站备忘录》等社会不良现象；他疾恶如仇，用慷慨激昂的
语言写下了《怜“蛇”恨》《香功热透视》《铁军挥戈除腐
恶》等振聋发聩的力作。请看他在新闻述评《相煎何太急
——评商丘市、县 1 路公共汽车线路之争》的最后一段
话：“为了商丘的形象不再受损坏，请恢复通行！为了商
丘市县间的友情，请恢复通行！！为了商丘父老乡亲的工
作、学习、生活不再受影响，请恢复通行！！！为了你们的
良知不再受到谴责，请恢复通行！！！！”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过来的人，大多记得席卷商丘大地
的“香功热”，每天早晚有数以万计的香功爱好者聚集在
市内数十个练功点，勤修苦练。社会上纷纷传言香功包治
百病，甚至某练功点的水管破裂，有人就说那是练功练出
来的“信息水”，喝了延年益寿。一时间，群众拿着水
桶、饭锅排队取水，香功旋风刮得信众晕头转向。王玉华
见此情景，觉得有必要用自己手中的笔破除这股愚昧之
风。他专程去洛阳采访了香功“嫡宗传人”田瑞生。几天
后，他以《香功热透视》为题，用事实打破了香功的神
话，有力地扭转了这股歪风邪气。原商丘市首任市长、离
休老干部王飞霄带领数十名老干部专程到报社表示感谢，
认为《商丘报》弘扬了社会正气。

2005年，他应邀参加徐州旅游推介会，当看到徐州龟
山汉墓修葺一新、游人如织时，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徐州龟山汉墓论历史、论规模都无法和我们永城芒砀山汉
墓相比，可为什么我们这里却依然荒山一片、游客稀少
呢？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徐州归来话旅游》，笔锋
直指商丘旅游的软肋。此文在《商丘日报》一版一经发
表，立即引起市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认为这篇文章很
有针对性，批示相关部门要认真读读这篇文章，针对文章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把商丘旅游尽
快搞上去……谈到此，王玉华颇感欣慰地说，现在芒砀山
旅游景区已经成为国家 5A级景区了，商丘古城面貌也像
模像样了。这说明我们的各级各部门近年来对旅游工作已
经充分重视，我也算为家乡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当记者问及他对哪篇中意的作品印象深刻时，他不假
思索，立即说是调查报告《茴村皮毛市场的兴衰说明了什

么》，并拿出他于 2004年出版的《心中的太阳》通讯作品
集，展示了《茴村皮毛市场的兴衰说明了什么》一文。记
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此文，并通过交谈了解到了这篇通
讯的成篇始末。

在原永城县茴村街上，有一个闻名遐迩的皮毛市场。
早在 100多年前，这一带就盛产皮毛，全国各地的客商慕
名而来做生意，于是这里逐渐形成了闻名于世的汉口路山
羊板皮和黄牛皮的产地和集散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特别是1984年国务院取消了对长途贩运的限制，皮毛
交易打破了地区界限，为茴村皮毛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1984年至1987年，茴村皮毛市场进入发展史上的
鼎盛时期。那时，每逢三、六、九古会，上市从业人员达
4万人次，各类皮张上市量 5万余张，日成交额在 50万元
以上。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及内地
省、区的皮革厂家常驻茴村设点收购皮毛的有 200余家。
茴村街上，20多家客店爆满，90%以上的农户家中也住进
了外地客商，茴村全乡从事皮毛交易的有4000余人。

然而好景不长。自1988年后，茴村皮毛市场开始走下
坡路，从业人员与鼎盛时期相比减少 88%以上，皮张上市
量下降 90%。不仅绝大部分外地客商迁到邻近的安徽青龙
集皮毛市场，本地经营者也因在茴村收不到皮毛而不情愿
地赶赴那里。而1992年的《人民日报》上则刊登了一篇题
为《建一处市场 兴一地产业 富一方百姓》的评论文章，
一时间，建市场、兴产业、富百姓成为全国热门话题。茴
村皮毛市场由兴而衰引起了时任商丘地委书记吉长荣的重
视，他责成商丘日报社和政法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前往调
查，而王玉华则成了调查组的主要成员。

经过走访调研，他们认为茴村皮毛市场由盛而衰由两
大原因造成。一是苛捐杂税太多，客商不堪重负而奔走他
乡。经营皮毛，百元销售额的利润一般在 10%左右，可产
品税要交5%，工商税要交2%，检疫费要交1%，银行利息
则在3%以上，仅这些费用基本上已无利可图。再加上名目
繁多的装卸费、手续费、地皮费、交易费、治安费等，经
营者无力承受，只有停业或另寻活路。二是检察机关查补
漏税款，经营者苦不堪言。茴村农民杜兴平是餐饮个体户，
年年是纳税先进个人，1986年曾作为首批合法致富者，受
到县政府隆重表彰。有位朋友住在他家为厂里经营皮货，
杜兴平有时也骑车帮友人买一点狗皮之类。1991年，灾难
降临到杜兴平身上。检察机关硬说他有严重偷税漏税行为，
并将其传讯。传讯期间，检察机关让其住在一家旅馆里，并
派两人看守。杜兴平既要付住宿费，还要付看守人员的饭钱
和工资。结果，杜兴平连罚款加补税交了9000多元，加上
请客送礼实际花了1万多元。即便如此，他仍被判拘役6个
月，缓刑一年。对本地人如此，对外地人也同样。夏邑县济

阳供销社在茴村设点收购皮张，“三证”齐全，仍被检察机
关强行查补税款 3万多元，负责人被隔离审查。夏邑县有
关部门多次前往协商，均无济于事。其收购点被迫迁往青
龙集皮毛市场。由此外地客商纷纷连夜撤走，本地人经营
转入“地下”。

深入细致的走访调研结束后，王玉华执笔，奋笔直
书，连夜赶写出了调查报告《茴村皮毛市场的兴衰说明了
什么》，文中拟了“好汉难提当年勇”“搞垮市场的本是自
己”“一河之隔 两重天地”“只要措施得力，希望还是有
的”4个小标题。该文在《商丘日报》一版头题位置发表
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
门话题。当时的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看到这篇文章后极
为重视，重新审理了杜兴平偷税漏税一案，并当庭宣布杜
兴平无罪。杜兴平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连夜赶制锦旗前
往商丘日报社致谢。次日，由王玉华赶写的消息《是非曲
直终有定 数载冤狱一朝平——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
判杜兴平无罪》在《商丘日报》一版头题发表，在社会上
又引起一阵热议。在当年的河南新闻奖评选中，《茴村皮
毛市场的兴衰说明了什么》一文荣获通讯类二等奖。

“铁肩担道义是一种品质，更是记者的担当。只有铁
肩担道义，才能坚持正义、扛起责任，才能讴歌先进、针
砭时弊、鞭挞丑恶，才能写出激扬的文字！”是的，正因
为责任在肩，王玉华才能写出像《生态失衡给人们带来麻
烦——蜂蝶无觅处 忙煞众果农》这样脍炙人口并荣获中
国新闻奖的优秀作品。

40年风华正茂，40载青春无悔。王玉华寄语报社年轻
同仁，报社不是官场，更不是生意场，在报社这个业务单
位，“能写”才是本职，才是正道。年轻记者要沉下心来
钻研业务，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技能。当下，纸媒
也好，新媒体也好，写好新闻的十八般武艺仍然离不开、
扔不得。这，才是我们的根！

商丘日报原总编辑助理、高级编辑王玉华：

铁肩担道义铁肩担道义 秉笔写春秋秉笔写春秋
本报融媒体记者 秦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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