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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途 苗青 摄

1998年前后，我在区委做秘书。那段
时间，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文学青年，因
工作过于琐碎而繁忙，很少有大块时间坐
下来读文学、写小说。白天，要陪领导开
会或下乡调研；晚上，还要准备第二天的
讲话稿。每天我唯一闲暇的时候，就是午
饭后，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小憩，翻看一下
当天传达室送来的报纸和杂志。

当时，我们办公室订了许多报刊杂
志，其中就有《江苏工人报》。印象中，副
刊办得比较活，经常刊登一些省内外名家
的作品，同时也很关注像我这样的基层文
学青年。有一天，我忽而在《江苏工人报》
的副刊上，看到了一长流儿的《一地鸡
毛》。说是“一长流儿”，其实就是编辑别
有用心地“割”出一长条版面来，把一篇篇
短则几十字、长不过百把字的小短文，如
同串糖葫芦似的“串”在一起，美其名曰
——一地鸡毛。

那些七七八八的“一地鸡毛”似的小

短文，或让人欣喜，或让人惊叹，或让人惋
惜，或是生活中的某一个“横载面”。每篇
一个故事，每个故事中都有它的闪光点。
作者中既有名家大腕，也有无名小辈。

我一眼相中了。我没有时间去写长
篇大论。像《一地鸡毛》中那样的小短文，
我可是信手拈来。也就是那个时候，与
《江苏工人报》的副刊编辑柳再义有了联
系。我把生活中感悟的喜怒哀乐，写成几
十个字或几百个字的小段子，一篇一篇地
寄给他。

柳再义老师很热情，他收到我的小短
文后，时而打电话，时而写信鼓励我。期
间，他先后编发了我的《双人椅》、《撕掉副
券的舞票》、《倒挂电话》、《一盏灯与两盏

灯》、《许泗的家事》等几十篇小短文。后
来，我的工作相对轻松了，《许泗的家事》
被我扩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由北京金城出
版社出版发行；《撕掉副券的舞票》，被人
改编成连环画发表在《扬子晚报》；《倒挂
电话》被中央电视台拍成公益广告，在中
央一套节目里“滚动播放”了三个多月。

现在想来，当初柳老师在《江苏工人
报》副刊上推出的《一地鸡毛》，就是我们
当下脍炙人口的微小说，闪小说。说到闪
小说，让我想起常州的程思良。近几年，
他倾心打造了一本刊物就叫《闪小说》。
据我所知，程思良也是《一地鸡毛》的作
者，他的《闪小说》或许就是受到《一地鸡
毛》的启发，应运而生。

纵观当下的微小说、闪小说，即《一地
鸡毛》，已经遍及到全国各地的大报名刊，
如《南方周末》、《文汇报》、《北京文学》、
《天津文学》、《飞天》、《北方文学》、《小小
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国内几十家
报刊，纷纷开辟专栏，刊登闪小说。由此
可见，当初《江苏工人报》的柳再义老师创
办的《一地鸡毛》领全国之先，确实值得纪
念，而今已名扬四方。

转眼，近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微小说
从《一地鸡毛》中走向了大江南北，并以此
摘得了“冰心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

“花果山文学”以及中国小小说、微小说年
度大奖的众多奖项，我并以《一地鸡毛》为
起点，先后加入了江苏作家协会、中国作
家协会。

值此《江苏工人报》创刊65周年之际，
我由衷地感谢《江苏工人报》，感谢柳再义
老师以及他为我们所搭建的文学阶梯
——《一地鸡毛》。

我与江苏工人报的文学缘
相裕亭

我与《江苏工人报》情愫缱绻接近
十年，深深感触它对我们建设者的关
爱之情跃然在文墨纸间，而派生诱发
的却是一篇新闻稿件。

2009年初，我在公司一次会议上
了解到，新年之际公司着手生产经营
布局，一方面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力争
多揽工程，另一方面要求劳务部门、基
层项目敞开口子多安置下岗工，多吸
收社会农民工。当时举国上下正受经
济疲软影响，一些企业“减员增效”，社
会大量富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大。公
司能做出这样的思路举措，勇于社会
担当，积极履行国有企业职责，无疑是
满满的正能量。

我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篇富有正
面引导意义的新闻素材，就立即进行
了解采访。稿子写好后，对着《江苏工
人报》上的邮箱就发了去。没有想到
三天后，也就是2009年2月25日《江
苏工人报》头版头条刊发，竖排大标题
红字为“苏州中铁四局二公司敞开口
子吸纳农民工”。此后一天，我因其他
事去南京，报社领导说：“你们是江苏
建设的功臣，本报就是要大力聚焦和
宣传正能量。”说罢向我投来赞许的目
光，伸来温暖信任的大手。

也许是报社领导老师的鼓励期
愿，也许是缘到自然情深，从此我与
《江苏工人报》结下了深深情缘。在工
作之余，我坚持给报纸投稿至今不间
断，既有新闻稿件，也有散文故事，发
表各类稿件二十余篇，其中“高铁停靠

江宁站”“春意桥林”等稿件，经过《江
苏工人报》随园文学副刊发表后，在职
工中广为流传，有的文章还获了奖,得
到上级组织和职工们的赞许。我还经
常把报纸的邮箱晒在QQ群里，发动
身边的职工通讯员给报纸投稿，报社
老师都认真编排每一篇来稿。

那年得知报社正牵头组织“咱们工
人有力量”大型摄影专题报道活动，我
表达出有意请报社老师到项目工地采
访拍摄，创作反映建设者的劳动之美，
总编亲自带领江苏省摄影家、作家到现
场创作，最后《江苏工人报》以一个彩色
整版刊出，200份报纸一到工地即被工
人们争相收藏，也得到省总工会领导的
肯定。近年来报社又开展的“书香飘进
企业来”活动，也走进我们项目工地，增
书送暖，为我们一线工人带来了特别的
精神食粮，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指数，巩
固了企业的文明成果，受到工人们的
欢迎。

几年前，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江
苏，但与《江苏工人报》藕断丝连情未
了，《江苏工人报》依然是我必看必学
的心中物。我关注着每期报纸的一版
一图，品味着报纸的文意墨香，期待着
报纸的厚重。每次出差路过南京，都
要给报社老师打个电话，祝愿报纸越
办越好。

一篇稿件牵手，情于《江苏工人
报》结缘，我想这种缘是坦诚的，也是
智慧的；是朴素的，也是幸福的，一定
会历久弥新远流长……

一篇稿一片情
方成龙

从地图上，我一直把江苏当成一片
勃勃生机的叶片，远远感受自己是上面
的微生物，在其繁荣振兴中感受其波涛
汹涌，感受发自肺腑的小小幸福。

地跨长江、淮河南北，京杭大运
河贯穿其中的江苏，拥有吴、金陵、淮
扬、中原四大多元文化，是中国古代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江苏儿女，
感召十九大的暖阳，似乎也感觉这片
土地一股春风扑面而来。作为江苏
人，认知江苏像认知自己的父母，作
为主流媒体的《江苏工人报》是瞭望
窗口之一，在其创刊六十五年过程
中，肩负媒体人责任，肩负历史担当，
一路上成为许多人的良师益友，成为
我们照亮生活的灯盏。

经济大省的江苏，从苏南到苏北，
满目惊喜，历史悠久，地广物博，山水
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城乡面貌
日新月异 ，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这些
《江苏工人报》常聚焦常报道，用新闻
的视角带我们走进希冀的土地。文字
是有温度的，文字是有力量的，文字是
有情感的，每篇跳入眼帘的报道，激起
我们投身社会事业发展的热情，激起
我们热爱美丽故乡的狂潮。

媒体是时代的传话筒。《江苏工
人报》办刊以来，既做人民群众学习
的读物、舆情的发音器及服务的勤务
兵，更做寓教于乐的文化舞台，让美
丽江苏在宣传中时刻彰显诗意之
美。在主版面及时传递政治、经济、
社会、生态、文化等要闻的同时，还坚
持副刊创新办刊理念。当前，在全国

媒体副刊版面大幅度压缩或取消的
现状下，《江苏工人报》副刊阵地不减
反增，版面由过去每周半版扩大至整
版，以诗歌、散文、小小说、杂文等多
文体的办刊思路，活跃全国文学文艺
界，影响颇大颇远。

印象最深的是，《江苏工人报》副
刊评论部主任、东方周末主编柳再义
老师精心策划的“美丽江苏”和“打工
诗歌”等专版。我接到约稿电话后积
极撰稿，还推荐作者。这些版面吸引
了全国不少知名作家和诗人参与，影
响很大。用诗歌的独特形式讴歌赞
美江苏，很有创意，这在江苏绝无仅
有。每次看到本地媒体在全国引发
的文化小地震，我都乐得合不拢嘴。
因为我看到了文学在美丽江苏、诗意
江苏中的主导地位，看到了文学在时
代发展中的灯塔效应，和所有热爱文
学的同仁一起感到自豪和骄傲，感到
热衷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建设“美丽江苏”、“诗意江苏”，
是每个江苏人的责任与义务。我们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愿把自己化作一
片绿叶，融入江苏这片神奇的大地，
永葆她的春意盎然，永葆她的诗意无
限，永葆她的风景绮丽!

我们有理由相信，《江苏工人报》
坚守舆论高地，高举发展大旗，高举
服务大旗，高举时代大旗，用媒体人
的良心与担当，引领江苏人民为新一
轮大繁荣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为新
一页宏伟蓝图大使命大振兴开创出
新的传奇。

美丽江苏的诗意之美
毛文轩

算起来，《江苏工人报》的报龄只比我大3
岁。30多年前的初识，始于我从一个农民变
为一个企业搞宣传报道的职工，那时，我们都
很年轻。

那是到处莺歌燕舞，人人意气风发的改
革开放初期，《江苏工人报》以面向企业改革，
贴近职工心扉的鲜明特质，深受职工喜爱，报
纸订到全厂班组和个人。那时，我报道的关
于所在企业的任何消息，只要在《江苏工人
报》上一露面，便会在全厂职工中引起反响。

在那段岁月里，除了写新闻通讯，我还时
不时地写些诗歌、散文、小说啥的寄给《江苏
工人报》副刊上发表。回想起来，我文学梦的
发芽、出土，正是植根于《江苏工人报》副刊那
块园地，那方沃土。

记得当时，《江苏工人报》副总编、著名诗
人杨德祥发起成立了“江苏省职工诗社”，我
荣幸当选为诗社理事。杨德祥老师经常组织

带领我们到省内一些煤矿、工厂采风，并以
《江苏工人报》副刊为依托平台，与江苏省总
工会联合举办了首届“江苏省职工诗歌大
赛”。我的叙事诗《醉猿州的故事》还在大赛
中荣获了二等奖。一等奖被南京诗人代薇、
蔡宁夺得。我的奖品是当时唱响荧屏声频，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段情”广告歌里唱的
那台燕舞收录机，我的获奖诗歌，被江苏电视
台拍摄成音舞诗话专题片，在“职工知音”栏
目播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得诗歌大奖，
真正感受了一回什么叫“一诗成名”的味道。

回首梦牒牒，再忆情依依。30多年来，我
的《江苏工人报》情结始终浓郁着，不管走到
哪里，只要时间容许，都会找来《江苏工人报》
细读。这期间我虽搬五次家，但当年《江苏工
人报》刊登我的所有作品剪报、获奖证书、连
同那台燕舞收录机，都仍收藏在家里，珍藏在
心头。

回首梦牒牒 相忆情依依
陈家声

在岁月的深处
总有一些记忆挥之不去
总有一些怀想如离离青草
那些风雨，那些歌声
穿过时间的回廊
为什么还如此清晰？
告诉我，在65载的时空里
有多少花开，又有多少花落
有多少足迹踏过这片土地
又有多少梦想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发芽
并且青枝绿叶，并且花香满径

1952年11月7日
这个日子注定将走进历史
一粒种子就这样播种在沃野之上
一千种期待便日日夜夜在大地上疯长
在寂寞和等待之间
在犹疑和倾诉之间
在坚忍和执着之间
谁的目光竟如此澄澈？
一路走来，那些风雨，那些歌声
那些曾经的徘徊和疼痛
那些历经坎坷仍然奋力前行的身影
都已经定格成为一阵微笑，一道
炫目的彩虹，有多少梦想
已经被你点亮

65年可以让青春老去
65年可以让草枯草荣
有一种坚持，始终不渝——
贴近社会、贴近时代、贴近生活
为企业服务，为职工服务
鼓劲，呐喊，桥梁，纽带
其实你就是带给我们温暖的“家”
你是弱者心灵的一抹春风
你是困境中的一双手
你是迷途中的一束光亮
在我的心中啊
你就是阳光，就是雨露，就是那无边的芳草
有一种信赖从这里开始
有多少幸福从这里蔓延

65载是一条欢腾的河流
滋润了两岸的树木和庄稼
那些舞之蹈之的
是不是我曾经朝夕相伴的兄弟姐妹？
是不是让我魂牵梦萦的城市和厂房？
一阵风，又一阵风
那些在风中奔走相告的
是不是我等待了许久许久的喜讯？

每当我分行排列的文字
如怯生生的小花，在“随园”里绽放
我就会闻见了一种香
一种熟悉的味道，如春风劲吹
熟悉的味道，家的味道
此刻，谁会知道一株青草
对于春天的情怀？

在2017年的深秋，一株幼苗
已经长成参天的大树
那硕大的树冠，那摇曳的叶片
那植根于沃土的呼吸
那些被风雨和歌声簇拥着的好时光
正打点行囊，在谁的目光里渐行渐远？

那些风雨，那些歌声
——为《江苏工人报》创刊65周年而作

王军先

走进辞海，那些桀骜不驯的词语
被驾驭，供养我们的精神乐园
因为赋予了汉字心跳
与脉搏，而焕发青春

新闻，社论，散文，诗歌……
准确的表达，优美的叙述
正穿越今古时空
把时事与真善美呈现
用有温度的词语
刻画人类的未来，城市的憧憬
塑造党的光辉形象
尽情彰显人民的心声

报社，高举汉字的旗帜
神采飞扬，洋溢着无穷的魅力
让笨拙的笔又一次提起
传递信息，传递正能量
也传递文学的风采
在汉字的背后
请安放为民为国的心

汉字背后的心
邹丽卿

浏览微信群看到一则《江苏工人报》征文
启事，不由心头一热。回想当初和《江苏工人
报》结缘的日子，思绪情不自禁地带我回到从
前。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学毕业后，我成为当
地一家纺织厂的工人，从厂办、各科室到每个
车间都订有一份《江苏工人报》。工作闲暇时，
随手都能找一份报纸翻翻，浏览中不仅能知道
一些新闻和信息，还时常能读到一些感动心灵
的故事，全是满满的正能量，不知不觉对这份
报纸产生了兴趣。

受优秀人物故事的影响，特别是受身残志
坚张海迪的故事影响，我开始坚持业余学习。
1985年我如愿地考上了职工大学，学习会计
专业，继而成为一名会计工作者。此后我有更
多时间接触《江苏工人报》，对副刊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提高了文学修养，潜移默化中引领我
爱上文学。我今天能够在一系列的报刊杂志
上发表多篇诗歌、散文作品，很大一部分得益
于《江苏工人报》的启蒙引导。这些年我先后
在报刊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达百余篇（首），多
次获各类文学征文大赛奖，成为了市作协会
员、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

步入90年代后期，企业改制，很多报纸直
接就不订了，《江苏工人报》从此淡出了我的视

野。后来因为工作变动，我到当地一家酿酒民
企上班，该企业的老板是原国营酒厂的一个负
责人，对《江苏工人报》也是情有独钟，没忘记
订一份，于是我有机会和《江苏工人报》有了又
一次接触的机会。

今逢《江苏工人报》创刊65周年，一则征
稿信息唤起了我心底郁积多年的沉潜，一种久
违的亲切感扑面而来，重新燃起了我对《江苏
工人报》情有独钟的那份情怀。尽管我们不相
见已太久，但在任何一个时刻或地点有人提
起，我都会心生一种敬畏，涌起一股怀念，怀念
那些阅读的快乐时光，从心底发出欢呼与感
激，那份亲切挥之不去，荡漾心头，激励我向
前，直到永远！

《江苏工人报》你
是我人生路上的良师
益友，过去是，现在是，
未来永远都是。

与 你 相 识/在 成
长的花园里/在工厂
办公室和车间里/在
每 一 个 有 你 出 现 的
角落

我像找到了久违
的亲切找到了你/握
住你就像握住故知握
住亲人/啊！《江苏工
人报》/你是我的良师
益友

情有独钟
水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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