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创刊于
1957 年 10 月 1日。她自面世

起，就一直以其鲜明独特、新鲜活泼
的风格吸引着广大读者。在珠海、中山、

江门三地，就有不少《羊城晚报》的忠实“粉
丝”。

12年前，羊城晚报珠中江版开版，他们
对羊城晚报举办地方新闻版给予了指导、
支持；12年来，他们与羊城晚报的合作不断
深化。读者的深情厚爱不仅是信任，也是
鞭策。

如今，《羊城晚报》已经从一张传统的报
纸，转变成一个新型的立体资讯传播平台。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道路上，他们一直见证

我们的成长。
今天，我们将版面留给这

些读者代表。听，这是他
们的声音。

与城市发展“深融”，他们一直见证

对我来说，《羊城晚报》不仅是一张
报纸，还是我的良师益友。从我第一
次接触《羊城晚报》，我就觉得她不一
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有一种“烟
火味”和“人情味”，传递一种正气和温
情，能带给我们以信心和希望。

初识《羊城晚报》是在《羊城晚报》
复刊第六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
为那个时代的标签。那时候，我还是一
名中学生，是《羊城晚报》打开了我心灵
的一扇扇窗口。鲜活的新闻、辛辣的言
论和高水平的副刊，使我如饥似渴、一
见如故。遇到对口味的文章，便小心地
剪下来，工整地贴在一个硕大的笔记本
上，放在床头，一有闲暇，便拿出来反复
阅读。我特别喜欢“花地”副刊版，很多
作者都是名家，如王蒙、吴有恒、张承
志、余华、铁凝、肖复兴、张颐武、李国文
等，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遥不可及、需
要仰望的文学巨匠。可能正是此时，她
便在我心田播下了热爱文艺的种子。

工作以后，领工资的第一个月，我
便走到邮局做了两件事：一是寄200元
给父母，表示我可以自食其力了；二是
自费订一份《羊城晚报》，以续上与她的
情缘。这二十多年，无论岗位怎么变

化，从机关到基层，又从基层到机关，转
行做宣传工作，唯一不变的是，《羊城晚
报》成为我案头的必备之物，自费订阅
《羊城晚报》、阅读《羊城晚报》成为我的
必修课。

真正与羊城晚报来往较多的是
2017年到宣传部工作以后。这是一项
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不管你是否愿
意，你每天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不管你是
否有准备，你必须打赢每场不见硝烟的
战争。为做好工作，我把大学新闻学的
课程全买回来，刻苦学习，弥补先天不
足，还与媒体记者广交朋友，拓宽发稿渠
道，努力增强“四力”，擦亮“两把刷子”。

说起来，让我有信心做好宣传工
作，真的要归功于羊城晚报。2017 年
12 月，我第一次走进羊城晚报创意产
业园，参加羊城晚报一个座谈会。当
时，听了时任社长刘海陵关于构建移
动传播“1+2+3+N”立体传播链的讲话
和几位先进代表如何做好新闻宣传的
发言，有所感触，举手申请发言，把自己
心里的困惑和盘托出。想不到，向欣、
孙爱群等报社领导亲自回答了我的问
题，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在报社领导
的关心和江门记者站的支持下，我挖掘
和整理江门鹤山非遗系列文章、诗歌和
反映民生的稿件陆续见报。

对文化的坚守是羊城晚报媒体融
合一以贯之的准则，是羊城晚报最显著
的特色。江门鹤山，是全国著名侨乡之
一，被誉为“咏春故里”，咏春、龙舟、龙
狮是三大城市文化品牌，通过与羊城晚
报的合作，鹤山城市形象宣传工作有声
有色，出彩出圈，在江门五邑崭露头角，
赢得各级媒体青睐。尤其是羊城晚报
最近策划的《大美岭南·鹤山篇》和《五
邑文脉·鹤山篇》，一纸风行，争相阅读，
使鹤山以靓丽的姿势首次走出国门。

作为一张文化大报、民生大报，《羊
城晚报》一直深耕岭南，具有鲜明的岭南
文化特色，是一张名副其实的岭南文化
名片。《羊城晚报》的办报定位、编辑风
格，以及拥有的书卷气，特有的书香味和
对文化的坚守，可谓一枝独秀，在当今社
会生活中，散发着难得的翰墨香味。

作为 2022 年度最佳通讯员，我将
积极为《羊城晚报》供稿，为《羊城晚报》
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宠辱皆忘正
气生，转攻辞赋弃刀兵。磨成宋调八
分满，拂就唐风两袖清。虎啸龙吟矜
笔健，新瓶旧酒酿诗情。振衣直上三
千仞，心向光明不躺平。”在此，我以诗
言志，感谢羊城晚报，祝福羊城晚报！

（作者系羊城晚报最佳通讯员、鹤
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说起自己与一份报纸的不解情缘，
我不能不提《羊城晚报》。时间虽然已
过去 20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
在目。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是 2000
年 7月的一个周日清晨，我和同学一起
结伴从重庆南下来到广东，他去深圳，
我到珠海。可能是在广州汽车站候车
的时候有些无聊，同学就在车站转角
处的报刊亭买了两份报纸，他给自己
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递给了我。我摊
开报纸一看，原来是《羊城晚报》。还
记得那天拿到手的《羊城晚报》很厚，
有新闻时事，有体育娱乐，国内国际，
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这在全国很多报
纸中很少见。当然，对于文学爱好者
来说，最吸引我的，还是莫过于刊有各
类文学的“花地”副刊。读后不仅让旅
途的疲惫和困乏全无，而且也点燃了
我快要“熄灭”的那份文学热情。

此后缘于工作的需要，只要有闲

暇，我便与《羊城晚报》形影不离。每天
早上，散发着清新墨香的《羊城晚报》便
会与我如约相见。说是“晚报”其实内
容一点都不“晚”，有时新闻还比别的报
纸要“快”上一拍。其合理的栏目设置，
精致的版面编排，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了
其贴近群众、贴近读者的办报风格，让
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2011 年 5 月，羊城晚报珠中江版
开版，成为全省第一家开设珠中江版
的媒体。手捧羊城晚报珠中江版，第
一眼感受就是大气，整体版式简明扼
要，重点突出，每个版面图文并茂。例
如头版，重点突出了珠中江三地当前
的新闻重点和热点，直击新闻核心。
内容不仅可读性强，接地气，而且有深
度、有高度，更加贴近珠中江三地政府
和读者朋友。

以文为媒，与文结伴。在被《羊城晚
报》深深触动的同时，我也萌发了写稿的
念头，开始尝试向羊城晚报珠中江版投

稿。至今我还记得羊城晚报珠中江版刊
登我撰写的第一篇评论《城市治理需要
融入创新思维》时的喜悦之情。从读者
到作者，从相识到相知，我想，这不仅是
我与《羊城晚报》之间距离的转变过程，
也开启了我追逐文学梦想的新征程。

时光荏苒，12年已悄然过去，羊城
晚报珠中江版从创办之初的一棵小
苗，茁壮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我坚
信，羊城晚报珠中江版将继续秉承新
时代发展理念，扎根珠中江，更好地服
务市民，勇毅前行。

一份坚守，一份情怀；一分付出，
一分收获。有幸与《羊城晚报》相识，
有幸与羊城晚报珠中江版牵手，打开
报纸便走进了开卷有益的行列；感谢
羊城晚报珠中江版给我提供的平台，
让我踏上了积极向上的阶梯。

岁月如歌，低吟浅唱。我想，我与
《羊城晚报》的故事还将“未完待续”。

（作者系珠海市香洲区政协委员）

《羊城晚报》自1980年复刊以来，
恩平人对她有特殊感情，个中之因，除
了当时首任总编是恩平老革命、原粤
中纵队司令员吴有恒之外，以崭新的
面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群众
说话是重要一因。1985年，恩平县委
县政府专门委托时任副县长吴文典和
时任恩平报负责人的我到羊城晚报
社，特向报社领导赠送题有“人民喉
舌”的锦旗，感谢《羊城晚报》复刊以
来，在舆论宣传上的巨大努力和重大影
响。记得当时恩平县领导叮嘱我们，一
定要当面感谢《羊城晚报》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首次在主流媒体喊出了“恭
喜发财”的声音，鼓励人民群众勤劳致
富。那些年，恩平县委县政府号召干部
群众广订《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在恩平影响很大。

自 20世纪 80年代起，我成为《羊
城晚报》的通讯员，经常向《羊城晚报》
投稿，有不少稿刊登在《羊城晚报》的
二版和海外版的突出位置，1987年 12
月 16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采写的《恩
平追韩信成风尚》，1988 年头版头条
刊登了我采写的《恩平银行多过米铺》
等稿件。

12年前，《羊城晚报》设置珠中江
版，我虽已到退休之年，却被《羊城晚

报》唤起了“退而不休”的激情。近
年，根据侨乡恩平的特点，我协助羊
城晚报江门记者站组织了多个专辑
报道。比如，根据横陂镇百家姓史实
采写在党领导下百家姓氏居民和谐
相处的报道。又如，组织釆访恩平电
声器材界新秀余万明，在空气净化器
方面异军突起的曾国明，以及绿叶蝉
叮咬的恩平星湾茶园等，在羊城晚
报珠中江版刊出后，在当地产生了不
小的影响。愿《羊城晚报》不断提高
报道质量，不断散发光与热。

（作者系原恩平报社社长、恩平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发展改革局局长，
退休后坚持做新闻通联工作）

《《羊城晚报羊城晚报》》““花地花地””

丘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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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和幸

一纸风行的一纸风行的《《羊城晚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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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羊城晚报》的缘分特殊而深厚。
首先是我与《羊城晚报》同庚。《羊城

晚报》创刊于1957年10月1日，是新中国
成立后创办的第一张大型综合性晚报。
而我则生于1957年农历七月十四日。

然而与羊城晚报同庚的人太多太
多了，因此说不上什么特殊。

1980年10月31日，《羊城晚报》刊
发了我的诗歌《北风吹过》。在自由来
稿中能够被发现并发表，这是很不容易
的事情。这可是我第一次在省一级报
刊发表作品呢！

在《羊城晚报》上第一次发表作品的
人也多了去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的特殊在于，第一次在羊晚发表
作品，既巩固了我的爱情，也坚定了我
创作的信心。我的业余创作由此一发
而不可收，收获满满。这，就有一点儿
特殊的味道了。

更特殊的还在后面，而且我与羊晚
的情缘越来越深厚。

2003年，“非典”来袭。被医务工作
者救死扶伤的精神所感到，2003年4月
29日，我创作了诗歌《以生命的名义》，5
月1日发表在《羊城晚报》“花地”上。此
后，《人民日报》《中国舞蹈报》等报刊陆
续刊出；中国作家协会将其收进《同心

曲》诗集并第一时间赠送给小汤山和全
国抗击“非典”的一线医务工作人员；广
东省、珠海市及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多
个专题文艺晚会安排朗诵；有的电视台
还专门制成PTV反复播出。6月9日，中
国作家协会、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大型
专题文艺节目《以生命的名义》在中央电
视台播放，并以此诗为压轴之作，包括王
馥荔、赵忠祥、周涛、张泽群、文清、刘威、
瞿弦和、王志在内的近三十位影视界和
文艺界名角共同朗诵此诗，“引起强烈反
响”（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语）。

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反复播出，加之
当时那种特殊的氛围，这首诗歌确实产
生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反响，而我作为诗
作者也由此引起了各方面尤其是诗歌界
的广泛注意。未能想到的是，这首诗歌
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节目播出后，用

“以……的名义”为标题的文章从此不断
见诸全国各类报端，引发了“以……的名
义”的标题热现象，而且至今长盛不衰。

凭着《以生命的名义》，我正式踏入
中国诗坛，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2004年，配合文化大省战略，《羊城
晚报》发表了我的《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
远？》一文，引发了近三个月的大讨论。

2010年10月30日，时任羊城晚报
社社长黄斌策划了一个开全国报刊先
河的事情：将我从1980年10月31日以
来，至2011年10月31日在《羊城晚报》

发 表 的
近 百 件
作 品 结
集成册，
由 羊 城
晚 报 出
版 社 出
版了《花
地恋歌》，
一书，并将10
月 30日当天的

“花地”辟为丘树宏
专版，刊发了我的专文，
以及其他几位作家包括《北
风吹过》的编辑、我的伯乐
左多夫评论我的文章，还专门组织了一
个座谈会。此事一时在全国报业传为
美谈，更让我至今依然深深感动。

2013年12月21日，《羊城晚报》刊发
了对我的专访《我与晚报的恋歌》。

近年来，作为珠海市居民，我配合
《羊城晚报》的“珠海文脉”栏目，撰写了
一系列有关珠海、古香山的文章，并在
该栏目发表了《海的珍珠，珍珠的海》
《香洲“香”说》《珠海客家那些事》等，既
为珠海的人文历史贡献了钩沉，也让自
己与羊城晚报的情缘走向更深厚、更远
大的前路。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山市政协原主席）

禹华超

——我与羊城晚报
珠中江版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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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自己跟《羊城晚报》“花地”
副刊还真是挺有缘分的。

那年我读高一，老师讲《花城》，说
到秦牧先生曾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
进而介绍“花地”副刊，说她是报纸副
刊里旗帜性的园地。从此，我与“花
地”结缘。那时去学校阅览室，想读到

《羊城晚报》并
不容易，只 因
她 太 受 欢 迎 。
报 纸 在 报 夹
上 ，报 夹 在 报
架 上 ，随 便 取
阅 ，却 总 被 别
人抢先。我曾

有过体育课上装
病，溜去阅览室

抢读《羊城晚报》的
经历。每次读三毛的《逃

学为读书》，我便情不自禁想起自己
的逃课看“花地”。

大学毕业，我做了语文老师。无
论是在内地偏僻山区的水吼中学，还
是后来的珠海七中，所幸学校都订有
《羊城晚报》。自己保持着阅读“花地”
的习惯，也像高中时陈为公老师那样

向学生推介，让她浓郁的书卷气和鲜
明的时代气息，熏陶他们、浸润他们、
感染他们。我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三十
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一些学生对
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走上了
与文字相伴终生的道路。“花地”这片
纯净的文学沃土，给了他们最初的孕
育和滋养。

在羊城晚报珠中江版的“花地”
副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是多少作者
的愿望。去年9月 10日，我通过电子
信箱给“花地”投去了千字短文《楼前
的白玉兰》。这篇描写自己真切观察
与感受的小散文，9 月 21 日就见报
了，效率之高令人惊叹。这一篇与之
后发表的《怀念那一抹葱绿》都是自
然来稿，《羊城晚报》用稿“厚名家不
薄新人”，名副其实。

（作者系珠海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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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创志

收藏是我生活中的一种情怀！
说起收藏的开始，转眼间也快 15

年了。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
举行，到处都吹起了收藏风。作为爱
好收藏的我，也想收藏一点奥运文化，
但一时又不知收藏什么好。

我是开书屋的，爱好收藏一些书
籍，所以平时有空都会去收点旧书。
随着精彩的奥运会慢慢结束，自己的
心十分着急，因为自己关于奥运文化
一无所藏。

有一天下午，我与往常一样走到旧
书堆里，想不到就看见了《羊城晚报》，
真是太好啦！因为我知道报纸对于一

些重大节日会有号外与特殊节日版的，
特别是省级的报纸，肯定有特别的报道，
报纸收藏也是好多收藏人士的特爱。

于是，我迫不及待去翻找眼前的
《羊城晚报》。第一张是当年7月份的
报纸，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于是一直
翻下去。终于看到 8 月份的啦，再翻
……8月 8日，哇，太惊讶啦！马上拿
出来打开，哇……里面竟夹着一大版
好长的报道，整版一条长长的龙画在
报纸上。认真一看，龙上是北京奥运
中国健儿全家福，上面还写着“羊城晚
报2008年 8月8日，盛世龙腾，羊城晚
报北京奥运会珍藏纪念版”。实在太
美了，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机缘，收藏
到这么精彩的奥运文化。

还有一次更幸运的。2012 年伦

敦奥运会又来了，这一次在《羊城晚
报》中发现了“宝藏”，有一份报纸竟然
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版，上面写着

“神州奏凯，羊城晚报 2012 伦敦奥运
会珍藏纪念版，2012 年 8 月 13 日”。
之后，每次去淘书，都特别关注《羊城
晚报》，之后也收藏了一些 1985 年至
1988年的《羊城晚报》。

现在的《羊城晚报》内容更多了，
包含要闻、时事、焦点、理论、文娱、花
地、财经等内容。现在单位也订有《羊
城晚报》，所以每天我都可以享受她带
来的精彩信息。每次拿出收藏品出
来，收藏往事历历在目，实在太精彩太
幸运啦！

（作者系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南
青村委会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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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羊城晚报珠中江版开版12周年
特别策划

40年前的珠海是个边陲小镇，在这
里生活的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当年家
里条件不好，没有什么课外书，虽有报纸
可读，但我总感觉是大人的事情。在16
岁那年，新来的高中语文老师认认真真
和我们分享她读《羊城晚报》的故事。

我们的语文老师平时有读报的习
惯，也会经常给我们分享一些时事新
闻，她最喜欢读《羊城晚报》，她告诉我
们《羊城晚报》的新闻观点很接地气，
时事评论很贴近民生，总能从细微之处

揭开时代的面纱，对我们了解社会有帮
助，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那时
候家里也没有条件订阅报纸，但是老师
的话就像种子一样种在心里，那时候就
知道《羊城晚报》是一份很不一样的报
纸。直到自己出来工作以后，路过报亭
都会买一份《羊城晚报》。

当年懵懂的我，肯定没有想过有一
天自己会成为羊城晚报的通讯员。记得
几年前，因工作原因接触过一个案子，一
位中年妇女长期受到丈夫的家暴，丈夫
不单打她，还打孩子。有一天，她因为要
保护年幼的孩子将丈夫杀死。那位妇女
其实也是个受害者，这种人间悲剧，往往
需要社会共同来帮助和关

心，我写了一篇稿件，发给了《羊城晚
报》。没想到半年后记者给我反馈，这篇
报道引发了关注，在法院最后审判时，法
官酌情量刑，这位妇女被判8年有期徒
刑。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心情特别激动。

《羊城晚报》再一次证明她是一份
为正义发声，为弱者发声的报纸，一份
有温度有力量的报纸。我也慢慢明白
了，当年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参
天大树。

（作者系珠海市公安局香洲
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羊城晚报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