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5 年，我在夹河矿行政科干电工维护
工作。因我是矿宣传队和矿篮球队队员，常
年脱产在矿工会参加演出和篮球比赛，比较
活跃，矿武装部推选我参加局武装部组织的
基干民兵游泳训练。

训练期间，我感慨万千，写了一首题为
《武装泅渡》的抒情诗，送到刚复刊不久的
《矿工简讯》编辑部。接待我的编辑是袁庆
南老师，他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来，热情地招
呼我坐，并倒了一杯热茶端到我面前。看着
我晒得黑黝黝的脸庞，说我真像个体格健
壮，充满阳光的民兵了。老师脸上始终洋溢
着亲切的微笑，这种亲和力，一下子就缩短
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大约一星期后，我在矿上的报栏橱窗里
看到了发表在《矿工简讯》“煤海”副刊上我

的诗，心里乐开了花。高兴之余我给本矿的王友才、张小楼
矿的石崇庆、矿务局医院的李刚、乐平、时丽苗、龚恩琴等泳
友打电话，让他们找这张报纸看，以分享我的快乐。

1979 年 4 月 27 日，《矿工简讯》恢复原名《徐州矿工报》，
篇幅也增加到四开四版，信息量和发行量倍增。粉碎四人
帮后的文艺界晴空万里，激起了我更强烈的创作热情，使我
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均在《徐州矿工报》上
发表。1984 年，我发表在《徐州矿工报》上的长诗《奔流之
歌》，荣获由中国作家协会等主办的首届全国乌金文学奖。

1993 年，我把发表在“煤海”副刊上的 120 多首诗歌作
品收集起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深情》，于 1996 年荣获了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乌金文学奖一等奖，并
被中国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

2002 年 1 月，我调至徐州矿工报社先后任文体版和政
文版的记者和编辑，与袁庆南、耿家强老师一个单位，共享
了两年报社同仁的珍贵时光。2009 年，我从报社提前退休，
在报社工作 7 年的时间里，我有二十余篇人物通讯荣获全
国和省市级企业报一二三等奖，并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光明
的使者》，同时，我把发表在“煤海”副刊上的诗歌作品又收
集起来，又出版了我的第三部著作——诗集《冰封的烈焰》，
不料，这部书竟然荣获了第六届全国乌金文学奖诗集类第
一名。

（诗人，徐州矿工报社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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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动荡年代刚
刚过去不久，全国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期，徐
州矿务局进入快速发展期。为宣传局党委
的中心工作和煤矿职工的精神风貌，徐州
矿务局党委在江苏省委的关怀下，重新恢
复《徐州矿工报》编辑出版。那时我从局广
播站调入报社，成为报社的记者，直到退
休。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徐州矿工
报》工作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这其间有辛
苦，也有甘甜；有艰难，也有平坦。《徐州矿
工报》刚复刊时，人手少、办报条件艰苦，记
者采写稿件、编辑修改稿件全部手写，报纸
开印之前的所有排印工序全是手工操作，
但大家办报的积极性很高，从总编到编采

人员、印刷厂职工，人人都全力以赴办好报纸，矿工报的
声誉不断提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煤炭紧张，煤炭部长每次来徐州矿
务局，矿工报都要安排记者采访，我曾多次跟随现场采
访。时任省长顾秀莲还在省政府接受高忠民、谢惠施和
我三人的采访，对全省煤炭生产提出要求。我们写好稿
件送审，省长亲自审阅后发给我们。省长答记者问的稿
件在一版头条刊登后，当时的徐州矿务局领导看到高兴
地说：“你们矿工报不简单，能采访到省长那里，好！”

为了扩大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报社领导就安排
人员在市区人员密集的场所公开销售《徐州矿工报》，还
组织专门卖报的人员，报纸的声誉在社会上大大提高，在
各地都有一定影响。《徐州矿工报》复刊后，把主要精力放
在提高办报质量上，采编重点在“新、短、活、杂、独”上下
功夫。新，就是在办报理念新，要求采编人员运用新视角
新方法，报道新经验新做法新成就，让读者耳目一新。
短，针对煤矿读者群的实际，新闻报道少出长稿件，提倡
短小精干，还定期组织煤城快讯竞赛。活，就是力求新闻
报道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写作手法和表达形式多样。
杂，就是新闻报道有特色，既体现矿工工作生活的酸甜苦
辣，也体现风土人情。独，就是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副
刊稿件力求多发独家稿件，真正体现矿工报的特色。

如今我虽然退休了，但对矿工报的情感一如既往，还
经常阅读《徐州矿工报》电子版，也在徐州老记者刊物上
发表一些对《徐州矿工报》的点评文章，这也是晚年对徐
矿新闻工作出一点微薄之力吧。

（老报人，《徐州矿工报》编辑）

多年来，我在工作中有一个习
惯，早晨收拾好办公室的卫生，坐下
来要读一读的《徐州矿工报》。每当
这个时候，我迫不及待地在版面间
搜寻，寻找那一小块铅印的文字，对
照自己写的稿件，再品读经过编辑
老师精心修改的文字，总会豁然开
朗，崇敬之情溢满心窝。

说起和《徐州矿工报》的缘分，
还要从 10 年前我初到煤矿宣传科
学习说起。2009 年的夏天，《徐州矿
工报》的编辑老师来煤矿采访，我才
有机会认识编辑老师。在陪同编辑
老师到区队采访时，看到老师认真、
敬业的精神，打心眼里佩服。编辑
老 师 也 多 次 鼓 励 我 多 写 稿 、多 投
稿。从那以后，心里有了一个梦想：
何时能在《徐州矿工报》上读到自己
的文章？为了心中的这个梦想，我
一直在努力。

在一年后，我被借调到矿宣传
科工作，开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还记得第一次在《徐州矿工报》看到自己的通讯稿
变成了铅字，手捧报纸，难掩喜悦之情。同事看到
的我的高兴劲，还为我鼓劲加油，让我趁热打铁多
给报社投稿。我还把这张报纸带回家中，爱不释
手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从心底涌出浓浓的甜意。
妻子笑我像个孩子似的，说上个小豆腐块看你美
得那样。“我骄傲，我的文章上报纸了，我当然高兴
了。”我举着报纸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晚上，我
把这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放入收藏夹里，我不仅收
藏了一份欣喜，还收藏了一份收获。我的女儿经
常看到我读报、写作和收藏报纸，耳濡目染之下，
她也养成了爱好写作的好习惯，这也归功于《徐州
矿工报》这位良师。

每一位通讯员在写作上一点一滴的进步，都
离不开编辑老师辛苦劳作。我写作能力的提升也
是编辑老师的功劳。2015 年，我获得了《徐州矿工
报》优秀通讯员的荣誉，后来还加入了煤矿作协，
到鲁院首届煤矿作家高研班学习。这些成绩和荣
誉都离不开矿工报和编辑老师的陪伴和精心呵
护。 （煤矿作家，大屯煤电公司宣传干事）

我
的
文
学
引
路
人

■
刘
欣

我
的
办
报
情
缘

■
刘
效
玲

矿
工
报
，我
的
良
师
益
友

■
刘
利
顺

《徐州矿工报》创刊 70 周年了。曾
经在企业媒体工作近 30 年的我，想起
了跟徐矿新闻人交往的旧事，几多温
馨，几多感慨。

初次走进徐州矿工报社，是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那年中国煤炭记协在成
都举办业务活动，我所在报社的领导让
我参加活动。那天我赶到徐州矿工报
社时，已是中午。我在报社附近的小饭
馆简单吃了点饭，然后走进报社的小
楼。进楼碰见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
男士，当他得知我是兖矿报社的，马上
问我：“还没吃饭吧？”当得知我在附近
用了餐，他哎呀一声，跺着脚说：“你怎
么不打个电话！中午一块吃！”遗憾叹
惜之情，溢于言表。他马上引我去见当
时的总编姜启华。姜总编得知我自己
在外边吃了饭，又是叹惜和嗔怪，嫌我
不早打个电话。煤矿工人是一家，煤矿
媒体人见面格外亲，我从这件小事中有
了亲身体会。

机票已由徐矿的同志们给买好，接
下来我们去乘飞机。那是我第一次乘
飞机。我们三人一排座。登机后，姜总
让我这个小字辈往里坐，靠舷窗。我不

明就里，以为他喜欢靠过道坐，懵里懵懂就坐了靠窗的
座位。后来才知道，姜总编这是看我第一次坐飞机，让
我靠窗户好看风景。之后的行程中，姜总编总是谦逊
低调，利益他人。从这些小事中，我看到了长者风范、
大家气度。我想，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带头人，风气
肯定会和谐融洽，充满正能量。作为新闻科班出身的
专业带头人，姜总编也确实把报纸办得风生水起，得到
煤炭系统同仁的称赞，也为报纸后续发展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

再次走进徐州矿工报社，是数年后，徐矿新闻中心
邀请兖矿新闻中心，共同庆祝记者节。那次活动，徐矿
的同仁们精心设计日程，热情搞好接待。两家媒体人
欢聚一起，交流业务，共叙友情，场景历历在目。

徐州矿工报的办报规模和质量，在煤炭系统和全国
企业报界，皆是翘楚，有目共睹。我们报纸一位老总编
感叹：人家的部主任，来我们这里干副总编都呱呱的。
前些年我做报纸负责人的时候，媒体搞市场化考核。
徐州矿工报社的管理考核制度，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和
参考。我想，这是徐矿媒体人创造的行业智慧财富。

（作者系兖矿报社原社长、总编）

回望自己从事文学创作 40 多年走过的
路，同徐州矿工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打
开多年《徐州矿工报》刊登自己文学作品的剪
贴汇本，仔细翻看那一首首诗，一篇篇散文、
小说、杂文和评论，埋藏心底多年的情结在短
短的时间发酵，如同打开窖藏多年的陈酒散
发出甘醇迷人的馨香。

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徐州矿工报》是
摇篮。1969年,我作为知青从徐州下放到江
苏生产建设兵团南通23团，4年以后又来到
新河矿工作。记得在《徐州矿工报》发表文学
作品，都会得到编辑老师的指导，提出具体修
改意见。处于摇篮阶段的作品，得到矿工报
的精心呵护和扶植，我们这些当年做着文学
梦、作家梦的文学青年得以崭露头角，学步走
路，破茧成蝶。前些日子，同曾为徐州矿工报

的业余作者、现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著名微小说
作家凌鼎年交谈中，提及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在徐州矿工报
刊登文学作品的起步经历，都有相同的感觉和共识。

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徐州矿工报》是阶梯。由于有着
矿工报的平台，这为我们徐矿文学作者创作数量的递增和创
作质量的提升，有形无形搭建了攀高的阶梯，让煤矿文学走向
更高的平台，攀登更高的艺术山峰。几十年来，我在矿工报上
刊登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等，获得2015年中国报刊副刊一等
奖、扬子江诗刊优秀作品奖、江苏省政府优秀作品奖、徐州市
优秀图书等众多奖项。先后出版《一方热土》《燃烧的心》《旅
途的箫声》《悄悄走来的秋天》等诗集，分获由中国作家协会和
中国煤矿文联主办的第三、四、五、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
奖”，被现代文学馆，重庆图书馆，马鞍山诗歌节，江苏师范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徐州档案馆等收藏。

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徐州矿工报》是殿堂。70年来，
《徐州矿工报》正是靠着自己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实力，在全国
煤炭系统甚至全国文学业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成为广
大文学爱好者、作家的追求目标和向往的殿堂。在一本名为

《放飞的火鸟》徐州矿工报1987年度第6届煤海奖诗歌征文获
奖作品集上，赫然有着王恩宇、王辽生，孙友田、吴奔星、张枚
同、苗得雨、宫玺、箫军等重量级诗人的大名，这是国内其他行
业报无可比拟的。记得在《徐州矿工报》庆贺创刊60周年之
时，从韩桥煤矿走出的当代著名作家周梅森发来了贺词：祝徐
州矿工报副刊根深叶茂，硕果累累。著名诗人孙友田赋诗一
首，诗中写到：我曾在你咏梅的歌声里/扬起自豪的浓眉/我曾
在你见煤的欢呼里/高举矿灯的清辉/你发表矿工的宣言/把
光和热献给人类。字里行间是对徐州矿工报的热情赞美，殿
堂正是如此，殿堂“礼”当如此。

祝徐州矿工报这棵大树枝根深叶茂，郁郁葱葱！
（作者系原徐矿集团新闻中心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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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983 年大学毕业后第二年
到《徐州矿工报》社工作的，直到1998
年调离。这段时间令人难忘的。首
先，矿工报的生产技术变革，在潜移
默化中将我引导到“媒介技术变革”
这一重要学术领域中。我刚进报社
时，编辑部环节，都是“手工作业”：从
采访到写作，全靠手写；印刷环节，全
是人工捡、排铅字，印出来的报纸不
清晰。后来，报社领导与时俱进，在
局里支持下引进了当时先进的激光
照 排 系 统 ，编 辑 部 也 开 始 用 上 了

“286”电脑。在全国同类媒体中率先
“告别了铅与火，走进了光与电”。这
种生产工艺的变化，为我后来研究媒
体融合、全媒体等打下了基础。可以
说，在矿工报亲身体验的这段媒介技
术的变迁，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
媒介技术变革对社会变化的巨大影
响力。

其次，矿工报的釆编实践和浓厚
的学术研究氛围，是我后来走上学术
研究之路的原初动力。“如何办好企

业报”是全体人员始终思考和探索的重大议题。时任
徐州矿工报总编辑的姜启华同志总结提炼出的“新、
短、活、杂、独”5字办报方针，即使在融媒体、全媒体、
自媒体风行的今天看来，也充满思辨的哲理。还有袁
庆南、杨江云、刘效玲、耿家强、赵玉银等同志撰写的
大量论文，都深深地启发了我，推动我对办报过程中
遇到的困惑、发现的问题多思考、寻钥匙。为我后来
评上“主任记者”职称、进入高校以致考上复旦大学的
传播学博士，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矿工报扎根底层接地气的特质至今滋养着
我。在企业报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始终围绕着企业
生产经营一线，始终围绕着最底层的民众民生。在这
种工作环境中，耳濡目染，我逐渐形成“关心底层，关
注民生”的情怀。我不仅将“民生新闻”确定为我的博
士学位论文选题，而且在2008年过关斩将成功申报了
相同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师者，所以传道授业
解惑也。如何使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时理解

“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具体含义？这就需要
教育者自己首先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我因为曾
经有十多年沉浸底层的从业体验，向学生讲解起来自
然更加情真意切，学生也更易入耳、入脑、入心。

（作者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全媒体
研究院副院长，曾供职于徐州矿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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