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毅

溟濛春雨骤停，雨过天晴，山河
壮美。

又一次行走在大山深处的中益
乡，山水秀丽，四野葱绿。举目四
望，街区整洁，环境清爽，和煦薰风
扑面，满眼春意盎然。纵贯全境的
597县道，变身双向柏油马路。毛细
血管般的车行道、步游道，四通八
达，全部水泥硬化。流水淙淙的沙
子河、金溪沟，得到了综合整治。

昔日杂草丛生、烂泥纵横的荒
村，已然是规划整齐、布局周全的乐
园。星罗棋布的农家，蘑菇头般藏
身于林地、山坡与溪渠两岸，清一色
的黄墙、青瓦，在明媚春光映照下，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人欣喜的是，目力所及，家家
户户房屋外墙上，彩绘蜜蜂主题图
画，与田间、地头、路边的蜜蜂卡通
形象，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石柱中
益乡，经过精准脱贫大潮的洗礼，嬗
变成清新可人的“中华蜜蜂第一
镇”。

脱贫攻坚战的硝烟散去，中益
乡凤凰涅槃，化茧成蝶。当下中益
乡，就是一座生机无限、活力旺盛的
森林公园。

县农行纪委书记苏可滴和两位
陌生面孔的男子，迎上前来，握手寒
暄。陌生男子是新任乡人大主席陈
翔飞和县委驻村工作队员、华溪村
第一书记孙斌。纪委书记已是老相
识。翔飞主席说，县乡镇换届，工作
调动，我们是初来乍到的新人。

谈笑间，前几次走进中益的场
景，如春潮滚滚，奔来眼底。

2019年7月1日，我与同事们怀
着激动的心情，辗转抵达中益，来到
华溪村老党员马培清婆婆家门前，
追寻红色足迹，开展庆祝建党98周
年主题党日活动。事毕，我们头顶
夏日，爬坡上坎，走村入户，慰问建
档立卡贫困户，调研扶贫信贷在贫
困山乡落地情况。

翌年金秋，我又与机关同事们
来到中益乡，调研普惠金融。我们
聚集全兴村，见证农行新设自助网
点开业；走进高山移民搬迁户谭第
双家中，祝贺农民兄弟乔迁新居；看
望坪坝村脱贫户向大忠、邹小珍夫
妇，品尝“飘香里”农家美味；踏上龙
河村金黄银杏叶铺就的“绒毯”，沉
醉人间大美；流连于古色古香的大
湾民宿四合院，为深山老林中诞生
楼台飞檐的“古建筑”拍手叫好、啧
啧称奇。

初冬时节，市银保监局主要负
责人到渝东南督导金融系统支持

“双复双决”。我们再次走进中益乡
华溪村，了解小额扶贫贷款支持户
李宗平、唐明英的经营状况，然后进
机构、看网点、访农户，与乡村干部、
金融职工和驻村队员话扶贫、拉家
常，为金融助力脱贫攻坚贡献微薄
之力。

短短两年时间，三次走进中益，
听闻脱贫攻坚主战场的战鼓雷鸣，

体会“两不愁三保障”给予贫困乡民
带来物质与精神上的变化。大家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向着脱贫奔
小康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

一晃三年过去了。再回首，山
乡巨变，变得不敢轻易相认。只是，
那些我熟识的扶贫队员，那些奋战
在脱贫一线的党政干群，大都不见
踪影。时间去了哪儿？朋友们，又
去了哪里？

孙斌见我百感交集，连声说，您
的朋友们，应该是奔赴新的战斗岗
位了吧。他们在这里脱贫攻坚，帮
助乡亲们甩掉了千年贫困的帽子。
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搞乡村振兴，
作为接续奋斗的参与者，深感压力
巨大呢。

是的，在这里打响脱贫攻坚仗
的人，一茬接着一茬，现在奋斗乡村
振兴了。要发展，要创新，要文旅产
融合，要带领乡亲在致富路上向前
奔跑，其千钧重负，恰如推滚石上
山。

沐浴着春天的阳光，我们一起
向着山岭上新近落成的“初心学院”
走去。华庭之上，从书香、实物、图
片、视频中，感受党领导人民战贫
困、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业
绩，从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

然后，我们走进靠山而居的养
心阁农家乐，与正对着手机视频练
习“八段锦”的女老板谭卫华唠嗑。
谭老板喜笑颜开地说：“乡里变化大
呢，像城里一样了，交通发达了，山
清水秀了，空气新鲜，我可不想去城
头打工了，就在家里搞餐饮，顺带还
可以锻炼身体。”

跟在身后的银行工作人员赶紧
附和，老板讲的是真话，我们掌握的
数据是，通过金融活水灌溉，中益乡
10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他
们通过各种方式创业，增收100多万
元，户均增收近万元呢。

告别养心阁后，一行人沿着依
山盘旋的“初心步道”，走向山谷里
的“初心广场”。那里，农行“三变”
扶贫示范基地的黄精、木瓜、前胡等
各类中药材，长势良好，收成可望。
干净整洁的“初心小院”里，开办有
初心邮局、初心书屋，来来往往的游
客，可以听老党员讲述总书记亲临
山乡关怀民众的故事，可以品尝脱
贫户经营的“幸福米米茶”……

行走在中益步道，身边不时掠
过高大的青松、麻柳和各种杂花异
树，但那匍匐地面的三叶草，始终是
我关注的焦点。朴实无华、不事张
扬的小草啊，像极了那些奉献脱贫
攻坚、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人们。
已经离开和仍然坚守在乡村一线的
你们，不正像眼前这默默无闻的小
草一样，不慕浮华，甘守寂寞，向脚
下这片深沉厚重的土地，捧出一片
清绿，播撒人世间最美丽的芬芳吗？

再见了，三叶草。离开中益乡
的时候，我虔诚地向小草致敬，并衷
心祝福美丽中益，奋斗无止境，生活
比蜜甜，明天会更好。

再 访 中 益 乡

——我与重庆日报
春 秋华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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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猛

一方都市，一张报纸，一盏灯。
写出这三句话，眼中有泪。
都市是重庆，报纸是《重庆日报》。
一张报纸的70年时光底片，前26年在大人

们语言讲述的河流中，后44年照耀在我生命中，
就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

第一次见到《重庆日报》是1978年9月。老
家村庄建在祠堂的小学因为老师回城彻底关门，
我只好远离家乡到重庆郊区舅舅家的村里继续
读小学三年级。那时，我能够认识写在乡村土地
上的庄稼，也开始认识写在纸上的文字。大人们
说，那是乡村的另一片庄稼地。

我是在村支书家里读到《重庆日报》的。门
口挂村牌，桌上摆报纸，那是那个年代乡村支书
最大的标志。

村支书说《重庆日报》从山那边很远的城市
中来，那座城市叫重庆。在乡村的天空下，我无
法想象城市的模样。于是，我从《重庆日报》油墨
香中读到更远天空下的村庄，更远天空下的城
市，以一种叫铅字的光粒照耀着我的村庄。

有一天，村支书指着《重庆日报》上的一则消
息要我读，上面记着邻近村庄春耕的事情，说作
者是乡上宣传干事杜克斌。

我突然感觉《重庆日报》离我很近。
没过几天，村支书领着一个乡上干部到舅

舅家派饭。来的人居然就是报纸上发表新闻的
杜克斌干事。看见我捧着《重庆日报》读得津津
有味，他眼睛一亮，非常严肃地对舅舅说：“这么
小的孩子就爱读书看报，长大后一定有大出
息！”

杜干事走了，临走时送给我一个蓝色本子，
上面印着“重庆日报采访本”。我把采访本放在
妈妈给我的大木箱里，继续读着我的小学，读着
村支书家的报纸，随时把木箱打开，看那本采访
本，不敢在上面写下一个字。

在舅舅家读完小学后，我回到家乡读初中，

后来读师范，后来参加工作，我每天读到的报纸
是本地的《万县日报》和《四川日报》，我看不到舅
舅家乡的《重庆日报》，《重庆日报》成为记忆中的
报纸。

1997年，重庆直辖，我们祖祖辈辈的四川人
一下子成为和舅舅家一样的重庆人。更为走心
的是，我转行到了天城区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
《四川日报》特约记者证换成了《重庆日报》特约
记者证，办公桌上摆放的《四川日报》变成《重庆
日报》。于是，我研读《重庆日报》，给《重庆日报》
投稿。那时还没有大规模使用电脑，我手写的通
讯和消息《天城的事当天办》《敞开城门迎凤来》
《瓦子村的花真香》《师道天缘》《黄土地上的奋进
之歌》等陆续在《重庆日报》《重庆晚报》发表出
来。

1998年冬天，我作为《重庆日报》优秀通讯
员代表走进较场口85号，参加通联会。会上发
了一盏精美的台灯和两本蓝色的重庆日报采访
本。回到万州，打开台灯，打开我的木箱，拿出当
年杜克斌干事送我的重庆日报采访本，温暖的灯
光，温暖的蓝色，虽然我的城市隔着主城400多
公里的公路，但我感觉它就在我身边，因为《重庆
日报》就在我案头。

1999年夏天，《重庆日报》著名的田坎记者
罗成友来到天城，指名要我陪他到乡村采访，手
把手教我如何找新闻点，如何同群众交流。市里
最大报纸最著名的记者到乡村，那是乡村不敢多
想的喜悦。每到一个乡镇，大家像接待贵宾一
样，但罗老师从来不在政府安排的餐馆吃饭，到
哪个村天黑了就在农户家中住下，和群众拉家
常，吃农家饭。罗老师回到报社后，一系列乡村
见闻陆续在《重庆日报》推出，那是我一生中获益
最深的一次新闻培训。

后来罗老师多次到我们天城采访，看见我
办公桌上寄来的样报样刊，发现我在搞文学创
作，非常高兴，马上拨通报社电话，把我推荐给
当时的副刊编辑李元胜和蒋春光。于是，我和
编辑之间的交流成为脚步和脚步的对话、电话

和电话的对话、手把手和手把手的对话、心和心
的对话。

生活给了我灵感，发表给了我力量，我陆续
写出几十篇新闻作品在《重庆日报》刊出，我的文
学作品《斑鸠叶豆腐》《槐花麦饭》《有人敲门》等
也陆续在《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发表。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那些年参加通联会，发给
我们的重庆日报采访本，每年总是不够用；那些年
重庆日报每年发给我们通讯员的纪念品都是各式
各样的台灯，我把它们摆在我的书架上，一盏盏地
照耀着我。

在区委宣传部工作八年间，我每年在《重庆
日报》发表作品都在30篇左右，获得过多次好新
闻奖和副刊优秀作品奖。获奖证书上赫然印着
我的名字，但我深深地知道，那上面应该有《重庆
日报》无数编辑的名字。

后来重庆日报社搬迁到同茂大道416号，我
也离开区委宣传部到了新的岗位任职，我与《重
庆日报》的新闻故事暂时结束，但是我与《重庆日
报》两江潮副刊的文学故事永远继续。

重庆作代会上，我见到李元胜老师，他笑着
说：“过去我见到你文章，今天我见到你文猛。”

重庆文学院第二届创作员开班仪式上，我见
到蒋春光老师，我们成为了同学。

2021年1月8日，《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座
谈会在重报集团万州中心召开。一个省级党报
专门在万州召开一个关于副刊、关于文学的座谈
会，这对于我们万州作者还是第一次，那是一个
喜出望外和热泪盈眶的文学座谈会。

如今，我离开区委宣传部多年，工作单位的
不断变化让我不再采写新闻，而《重庆日报》照亮
的业余作家之路却永远没变。

我永远记着《重庆日报》的地址：解放西路
66号、较场口85号、同茂大道416号，那永远是
我向往的地方，因为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是
我经常和编辑老师们“磋稿”的地方。

我知道，报社门前是长江，长江远方是大海，
大海远方是天空……

生命中有盏点亮的灯

□蒋登科

《重庆日报》创刊70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
的事情。杜甫在《曲江二首》中说：“酒债寻常行
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份报纸，延续了70
年，应该算是一份有历史、有传统的报纸了。而
我，经历了其中的将近40年，这应该算是一份不
短更不浅的缘分。

我和《重庆日报》的接触，始于1983年。那
年秋天，我从川东北的偏远山乡来到重庆上大
学，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学生。

当时，学校里有很多读报栏，给我印象最深
的有两处，一处是图书馆外面的阅报栏，一处是
电影院旁边的橱窗。当时的报纸基本上只有4
个版，阅报栏是双面玻璃，报纸夹在玻璃之间，只
需要一张报纸就可以两边阅读；橱窗属于张贴
栏，两张报纸就是呈现的全部内容。在图书馆坐
久了，免不了要到室外走走，这正是我的读报时
间。只要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我每周都会在傍晚
的时候专门去读报纸，把读报栏或者橱窗里的报
纸全部浏览一遍。

我记得，当时主要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等，都是北京的，
离我最近的是《重庆日报》。

对于报纸的大多数内容，我都只是浏览，而
对于副刊，我往往读得比较细。《重庆日报》的两
江潮副刊是我每周都要阅读的内容。这恐怕和
我身处重庆又喜欢文学有关。

副刊上的诗歌、散文、小小说、文艺评论，大
多是重庆作家的作品，我因此熟悉了很多重庆作
家的名字，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后来成为了朋友。
我也读到了我当时熟悉的一些老师的文章，比如
方敬、吕进、王泉根、何文安等等，由此对他们生
出了一份特别的敬意。

副刊有时也刊发一些简短的出版信息、新书
介绍，让我知道了重庆作家的创作、出版情况。

一个作家出版一本新书，在我心目中是一件了不
起的事情，而这些信息让我对重庆作家的创作情
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重庆日报》曾经刷新了我对报纸副刊的
偏颇看法。一般来说，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都
比较短小，只是偶尔有篇幅较长的报告文学，
评论文章都只有两三千字。但是，在一期《重
庆日报》上，我读到了吕进先生的评论文章《新
诗的沉寂时代》，整整一版，近万字，就当时新
诗存在的问题进行周全而深入的探讨，读后收
获很大。

成为《重庆日报》的作者，好像是在1994年
5月，《重庆日报》刊发了我的一篇访谈《他永远
瞩望着明天——记莫斯科归来的吕进教授》。近
30年了，我在《重庆日报》刊发的各类文稿大致
有30篇左右，主要涉及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

就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按照人们通常的说
法，《重庆日报》是省级党报，重庆的“第一报”，因
此，对于一个主要从事研究工作、以写“长文章”
为主的重庆作者来说，在上面刊发作品是令人高
兴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重庆日报》的关系也
变得更加丰富，有时会以“专家”的身份接受记者
的采访，主要涉及和文学、读书相关的一些话
题。我其实是不太喜欢接受采访的，通过电话
谈到的事情，出现在新闻稿上的时候，有时和自
己的本意出入很大。但是，《重庆日报》的采访，
我几乎没有拒绝过，一方面是因为和这份报纸
的缘分，另一方面是《重庆日报》的记者比较认
真，采写之后的稿件，有时还要提前发给我看看，
我可以对其中的一些不够准确、妥当的地方提出
建议。

我一直觉得，一个地方的报纸副刊对于建构
当地的文学、文化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重
庆日报》及重庆都市报副刊，在很大程度上传承
了重庆文学的文脉，厚植了重庆文学的根基，积

淀了重庆文学的底蕴，培养了重庆文学的队伍，
保存了重庆文学发展的信息。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留存在报纸上的信
息，或许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记得在几年
前，我在研究一个课题时，需要对1983年国庆期
间举行的“重庆诗歌讨论会”的相关信息进行梳
理和核实。但是，当时的会议组织者和很多参与
者已经去世，无从采访。

我在想，中国作协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并
发言，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后
来新诗史的梳理，重庆当地的报纸应该会有相关
记载。于是，我通过图书馆查阅了当时的《重庆
日报》，真的找到了相关材料，而且是3篇报道和
会议综述，内容非常完善，对于还原当时的一些
历史场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使我较为顺利地
完成了课题的研究工作。

回想起来，在接近40年的时间里，我既是
《重庆日报》的在场读者、作者，也是《重庆日报》
历史资料的使用者，而我的在场经历也会逐渐成
为历史，甚至可能会荣幸地融入到《重庆日报》、
重庆文学的发展中。于我而言，这些都是非常荣
耀的事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
变，纸质出版物面临严峻的挑战。《重庆日报》也
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以适应时代的变
化和读者的需要，“重庆日报全媒体”就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实现了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的不断
扩展。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纸媒阅读的读者，
我还是希望手捧书籍或者报纸，在淡淡的墨香中
感受时代的变迁，体会文化的温度，回望人生的
来路。

如今的人生七十已经不算稀罕，而是正当
年，沉稳而成熟，丰富而内敛。我相信，《重庆
日报》一定会以纸媒+的独特方式，带给我们更
加丰富的时代信息，带给我们更加美好的阅读
体验。

在场的和记忆的

70年的风雨兼程，70年的光荣与梦想。
2022年是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70年

来，重庆日报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
行，春华秋实记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
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是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学是最灿
烂的浪花。它像炉中的火一样，我们从人家借
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传给别人，以致为大
家所共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庆祝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本报特举办“70
年春华秋实——我与重庆日报”征文活动。

70年来，我们真情倾听过时代发展的铿锵
足音，忠实记录下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时刻，生
动讴歌过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热情描摹过平
凡生活的酸甜苦辣。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
沟通世界。我们诚邀新老作者、读者和广大文
学爱好者，一起来书写与重庆日报这张新闻纸
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难以忘怀的深邃记忆。

征文活动期间，我们将遴选优秀作品在重
庆日报客户端和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上刊
发，并在征文截止后进行评选。

征文具体要求：
一、征文时间：即日起至11月30日。
二、征文内容：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您或家

人与重庆日报之间的故事，折射时代变迁，共
述发展辙印。

三、征文体裁：散文随笔，字数3000字以内。
四、投稿邮箱：kjwtzx@163.com。来稿请

在邮件主题上注明“我与重庆日报”。请务必
在征文中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五、奖项评选：2022年12月组织专家评审
作品，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发奖金和证书。

重庆日报
2022年4月

“70年春华秋实——我与重庆日报”征文启事

春过佛图关 苏思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