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版

校对：曹江帆 2021年11月7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尹瑶 编辑：宋亚娟

与秋天并坐 （外一首）

■ 陈琼丽

此心安处是吾乡

■ 张波

流年里的“记者节”

■ 魏益君

一滴秋雨，
落在薄薄的纸笺上

（外一首）

■ 汤云明

又到红叶飞舞时

■ 朱可嘉

秋山红遍，硕果飘香，又是
一年记者节！

手捧再版的长达30万字的
长篇小说《红叶飞舞》，不禁心旌
荡漾……

我从一名业余通讯员，阴差
阳错成为市委机关报《乐山日
报》的一名记者。那年，原本是
厂矿子弟中学校长、厂工会主席
的我，遭遇企业破产，不幸下岗
了。正在为生计发愁时，当时的
乐山城海棠路 98 号送来温暖
——时任《乐山日报》总编辑的
姚章雨先生打来电话：特招我为
报社记者！

记者，令人羡慕的无冕之王
也！年少时的梦想虽然跚跚来
迟，但毕竟多年的夙愿实现了，
我必须好好表现——多写稿，写
好稿，写大稿，向科班出身的资
深记者看齐！

初来乍到，我要给老师们留
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上班第一
天，我把所在的群工部办公室的
桌椅板凳、门窗、电灯、风扇之类
的，都彻底来了个大扫除，还把
报刊、书籍整理归类，堆放得整
整齐齐。也许是过度劳累，是

夜，我旧病复发，尿结石又翻
了。虽然疼痛难耐，但我还是咬
牙强忍着，我不能刚踏进报社的
大门就惊扰同仁，给大家添麻烦
去住医院呀！

尽管我的呻吟声很小，还是
惊动了群工部主任邵其乐老师，
他连忙汇报给报社领导，及时派
车送我去了市医院……

在报社工作期间，从总编辑
到部室主任，从编辑到记者，他
们的眼光充满关爱，他们的话语
洋溢着热情。记得我刚到记者
部不久，一次外出采访，记者部
年轻的主任何锐老师，担心我没
吃早饭，硬是强拉着我去鱼咡湾
一家面馆吃了面条才放心。

我先后供职于群工部、政教
部、副刊部、记者部，办过《读者
来信》《通讯员之友》《内参》以及

“教育”“农村”“三江周末”“综合
新闻”等版面，皆得到先行者们
的悉心指导和热忱帮助。尤其
让我感动的是，报社诸君从不因
为我是招聘记者而另眼相看，而
是给予我充分信任：经常负责市
委中心组学习和市政府办公会
议内容的采访报道，并主编专门

给市县级主要领导同志发表学
习心得体会文章的理论版“学习
与实践”。

在《乐山日报》招聘的记者
中，数我年长，也数我上稿率最
高。我写稿，可以用“拼命”二字
来形容。其原因有二：一是我当
医生的爱人也下岗了，每月只领
120元的生活费。那时，大儿子
刚大学毕业不久，且尚未婚配，
二儿子则刚进大学校园，需要经
济的支撑可想而知。我之所以

“拼命”，就是想多挣些稿费，聊
补家庭拮据的生活。二是我要
多写稿来报答报社对我的关照
和厚爱。在党报工作的十年间，
我不算采写的新闻稿件，仅仅用
骆驼行、司马文炳、东方竹、龙还
水等笔名撰写的言论稿，粗略算
来不下千余篇。除此之外，我以
整版篇幅发表的稿件，也很可
观。如为市人民医院写的长篇
通讯《弹响生命的琴弦》、为乐山
职业技术学院（当时的乐山卫
校）写的《白鸽从这里起飞》、为
当时乐山红会医院写的《写在嘉
州大地上的红十字》、为民营企
业家巫锡成写的《一路风雨一路

歌》等等。
辛勤耕耘和良多收获成正

比。要多写稿、写好稿，少不了
苦和累。要当一名出色的记者，
就离不开奉献精神。记得那年
寒冬，我听说了五通桥区蔡金镇
七仙村乡亲们修路的感人故
事。地处典型的丘陵山区，七仙
村崎岖坎坷的小道就是祖祖辈
辈脚下的路。“晴天人骑车吃灰，
雨天车骑人吃亏”的俗语，是过
去七仙村道路的真实写照。穷
则思变，七仙村村民采取多种办
法筹集资金，修起总投资100多
万元的4.5公里的环村水泥路，
16.5 公里的村民小组水泥路和
延伸进农户院坝的条条水泥路，
闯出了一条乡村路网建设的成
功之路。

为了采写七仙村的修路经
验，我搭乘摩的从乐山杜家场出
发，走村道，绕组道，进户道。天
空飞着雨雪，寒风飕飕地刮在我
这个年近60岁的老记者脸上，
心里却被村民苦干实干的精神
感染着。返城路上，摩的司机走
神，我不小心摔倒了，幸好只是
腰部轻伤而已。令我欣慰的是，

七仙村不虚此行，我采写的《七
仙村之路》，先后发表在《四川农
村日报》和《四川日报》上。

《乐山日报》这片芳草地是
我的快乐地、幸福地，也是我思
想觉悟提高和文学创作能力提
升的学校。她开阔了我的视野，
充实、丰富了我的生活。尤为可
喜的是，在完成稿件采写、编辑
的同时，我的文学创作也迈上了
新台阶。其间，我先后出版诗集
《心声》、散文集《多彩的琴弦》
《守望明月》、杂文集《海棠随
笔》。前几年，尽管因退休离开
了有恩于我的《乐山日报》，但由
于她对我的锻炼和培养，提供给
我的一段特殊生活积累，我又创
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红
叶飞舞》和《红华往事》，并有幸
成为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一员。

又到红叶飞舞时，又是一年
记者节！作为一名曾经的党报
记者，用行动探访民间疾苦，用
文字书写人间正义，用直言鞭
挞社会丑恶，用良心建设美丽
人生……感谢记者节让我走进
美好回忆，感谢记者馈赠我的这
些那些！

——我的记者生活散记

窗外的大渡河波涛滚滚，奔流不息，新
改造后的滨河路上霓虹灯闪烁，与远处乐
山大佛周边的光束交相辉映，五彩斑斓。
三江夜游船缓缓行驶，随性悠闲，一栋栋高
楼里的万家灯火，也有我的一盏，不觉内心
温暖而满足。

弹指一挥间，匆匆十数年。蓦然回首，
在新闻岗位上已经走过了13年。而在被窝
里说悄悄话的陈年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
天，天真无邪的那个年代，两个小女孩儿谈
论着长大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当记者，为贫
苦百姓发声；表姐说她要当律师，为外公那
样的好人打官司，伸张正义。很多年后我
们都长大了，她改行学了建筑，早有了几套
房产，我也如愿于2008年踏入乐山日报社
的大门，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新闻记者。从
进报社的那天起，我就告诉自己，尽己所
能，倾听民声、为新闻代言。

来到乐山后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
足迹踏遍每一个角落，在充满好奇和大开
眼界的同时，也感到十分迷茫。由于缺乏
工作经验，稿子一遍遍被退回。新闻路上，
好在有实习老师、部门同事、单位领导帮助
我、鼓励我，陪着我一起采访、一起改稿，摸
索着学习，协助我解决生活上、工作中的各
种困难，才慢慢走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时日。

在为新闻理想奔跑的日子里，我曾凌
晨三点出门，到某家禽加工作坊蹲守，暗访
群众反映的“私设暗管污水直排碧山湖”的
环保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和企业进行整改，
保障了市容环境的持续改善；也曾孤身一
人赶往夹江县木城镇，看望用稚嫩双肩撑
起一个家的6岁女孩胡周蕾，并带着她的爸
爸——患有重度痛风结石的周发丕求医问
药，协助联系爱心协会资助帮扶父女俩，使
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实现脱贫奔
康；也曾在夜晚坐在老公的电动车后座，赶
往大型文化惠民活动现场，途中突遇暴雨，
即使被淋成了落汤鸡，也要护着手中的相
机，而回来的路上电动车没电，我踩着电动
车，老公在后面推着走……

回首过往的一幕幕，我时刻以一颗“新
闻之心”，用心用情关注着身边的每一件小
事、有趣的事、好玩的事。有陪着受访者哭
的无力感，也有看着读者笑的温暖感，在倾
听不同的受访者、读者讲述一个又一个或
喜或悲的故事时，我的身体是疲累的，内心
却是甜蜜的。我想，我要把一个媒体应有
的温度、尊重传递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最近流行这样一段网络语：“为了工
作，离开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故乡，而有了
工作没法回家，他乡容纳不了灵魂，故乡安
置不了肉身……”我也和大多数打拼的人
一样，离开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到天府之国
读书、到“蜀之胜曰嘉州”的灵秀之地工
作。庆幸的是，乐山人以极大的热情、真诚
的善意接纳了我、包容了我，使我在这里结
婚、生子、安家、定居，如今，儿子在校园里
快乐地读书学习，父母也准备放下手中的
农活，来乐山安享晚年，让我的幸福感又多
了几分。未来可期。

常有人问我，东北好还是乐山好？此
刻，借用苏轼词中一句“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作统一回复。很庆
幸，我还在这里！

我将继续向着新闻、向着心中那束光
奋力奔跑，淡忘年龄，不惧风雨。

11月 8日，中国的记者节。这个
节日予我，有着许多的眷恋和不舍。

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兴起
办报热，我们小县城也不例外，由县广
播电台的几名编辑挑头，于1991年7
月创办了县报。

1992 年春，我从部队转业回家，
正赶上报社采编人员紧缺。我这个爱
耍笔杆子的“小秀才”便有了用武之
地，走进报社，真正地当了一名记者。

报纸创办初期，办公条件差，采访
环境艰苦。那时下乡采访，也就是包
里装个采访本，交通工具通常就是自
己的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许多人都
叫我们为“小报记者”。尽管如此，我
听着却很受用，工作热情也高。

那时，为了向读者推介报纸，提高
报纸知名度，报社时不时要举办各种
活动。报头更换搞庆祝活动，创刊周
年搞庆祝活动，就连栏目开办也要搞
庆祝活动。记得1994年春天，报社举
行“蒙阳金盾”栏目开办一周年庆祝活

动，为了拉赞助支持报社事业发展，我
单车百里到各乡镇的厂矿企业拉赞助
费。不知道是我骑车下乡的精神打动
了对方，还是人家真的慷慨，反正每到
一个单位，都同意做宣传专版，给赞助
费。当到达最后一站时，已是日落西
山。晚上躺在乡下的小旅馆里，数着
那天拉到的几万元赞助费，忘了一路
奔波的劳累，心里美滋滋的。

1994 年，报纸不再铅印，改为激
光照排，胶版印刷。这样我们的劳动
量就更大了，每周都要到市里的报社
印刷厂送版样，然后等着校对，签付
印，第二天将报纸带回。当时差旅费
太少，我们住不起大宾馆，凤凰旅馆便
成了我们的下榻之地。这里价格便
宜，但条件差，消暑和取暖设备不行。
夏天夜里闷热难当，实在热得不行，就
钻进宾馆水房的大水缸里泡上一阵；
冬天晚上寒冷，为暖身，有时候沿金雀
山路一直跑到沂河大桥。

1997年，报社从县广播电视局分

离，开始独立办公。这时，办报质量和
办公条件也大大改善，报社逐渐配上微
机照排系统，实现了与市级媒体的印刷
对接，我们不用再去市里来回忙碌了。
办报条件改善了，但业务不熟练，处理
紧急稿件的经验也不丰富，于是加班加
点就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那是2001
年元旦前夜，微机室刚组建不久，当时，
为了赶发县委书记、县长的元旦祝词，
当晚排版，当我们校对无误传完版，饥
肠辘辘地找地方吃饭时，已过夜里12
点。在夜市小吃一条街上，我端起温热
的酒杯，说：“同志们，新年快乐！”几个
同事一愣，接着笑了。方才明白，已经
是在新的一年里了。

2014年春，所有的县级报纸全部
停办，我们的报纸也就此停刊，我的记
者生涯从此划上句号。

然而，那段12年的记者生涯却永
难相忘，那风风雨雨的日子，苦也罢、
甜也罢，都成了一生中的美好记忆。
为生命里有一段记者经历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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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荷塘
与秋天并坐
观一场盛宴如何变残羹
佳人如何迟暮

择一瀑流
与秋天并坐
听一场静水流深如何轰鸣
青春就是这样流逝的

与秋天并坐
处处诗意流淌
那些树叶将落未落
那些花儿依然烂漫

我的思绪越来越茂密
头发在秋风中起舞
并坐在秋天的高远里
视野和胸怀一派空阔

晚稻

秋风凌波微步
一阵开镰的繁忙之后
中稻归仓
田野散发浓重的稻草香
谷茬书写诗句
赞美丰收的喜悦
像大地弯弯长长的眉毛
而零星分布的那些晚稻
正日渐成熟
方方正正
依然占据自己的领地
仿佛一块块厚重的黄金
又像一枚枚黄金制造的印章
在乡村这个暮秋的季节
醒目地
盖上关于粮食的大印

清冷的风，惊醒了大地和愁云
所有的繁华和喧嚣，都将回归寂寞和平淡
我热爱春天，也留恋过夏天
最想拉住不放手的是秋天里，你温情的手

我在秋天，看清了一阵不经意的风
认领了一滴秋雨
也认命了一场相遇，一段感情
一次历程，几多得失和输赢

一滴秋雨，穿过岁月的樊篱，轻轻地
滴落在薄薄的纸笺上
情透纸背，模糊了文字和尘埃
深刻了记忆和心血，如一滴热泪
从春天出发，直到我白发垂暮时
才沉重，而又轻松地落下

秋天，在山野听风

在秋天的山野里，最后的绿意
被成熟饱满的果实和逐渐干枯的叶子遮掩
趁着无情的秋风还没有吹遍每个角落
把自己也置身于草木间、山野里
爬山、赏花、观果、捡菌子
用闲情野趣、温暖阳光替换霉雨心情

风，越来越凉爽，还有些微寒
鸟鸣声声，被风从这山传送到那山
一只蝉，完成蜕变，在季节最深处打坐
一群群蝉，在旷野里超度亡灵
在集体诵读最后的经典

黄叶、红叶、枯叶越来越多了
直到成为这个季节的主流
它们和熟透的果实一起舞蹈
日夜想着，怎样在冬天到来之前
回归温暖、宽厚的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