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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加之平时缺少必要的锻炼，
直接造成了年纪轻轻的我，时常被眩晕、血压高等症状
所困扰，且呈现出了趋向严重的势态。后来，在网上读
到了一位友人介绍如何锻炼身体的感悟式文章，我深
受启发。2007 年春节假期结束后，我立即着手开始实
施了骑单车上下班的计划。

当听说我不乘班车改骑单车上班时，许多同事对
我能否坚持下来持怀疑态度，因为单位与家之间相隔
九公里之遥。

乍暖还寒的阳光下，在同事们怀疑的目光注视
下，我正式开始了骑单车上下班的健身计划。每天早
晨，我比班车发车时间提前半小时出发；晚上下班，比
乘班车的同事迟十分钟下班，以避开下班高峰期。记
得夏天的一个傍晚，爱人早早地打来电话，说外面刮
大风了，晚上回家时乘班车，就不要骑车了。我敷衍
了几句，匆忙挂了电话。下班时间过后，估计着班车
已经出发了，我才下楼到车棚取车，此时外面狂风大
作，让我不禁有些胆怯。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正巧
遇上了一位下基层刚回公司的领导准备回家，善意地
提醒我：小徐，今天风这么大，还是不要骑车了，与我
一起乘车回去吧！我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好意，骑着单
车缓缓出了单位大门后，不觉倒吸了一口气：原本车
水马龙的路面上，因为大风而难得见到一两个行人。
骑在马路上，四周因为没有建筑物遮挡，风正在肆无
忌惮地迎面刮来，让人犹如逆水行舟一般。要让单车
轴承每转动一圈，都得费上好大的力气。那天，原本
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却骑了整整五十分钟。到家后，
爱人心疼不已，责备不断；而我虽然累得满头大汗、气
喘嘘嘘，却心满意足！

不管是春光明媚的阳春三月、还是酷暑难当的炎
炎夏日，亦或风清云淡的金秋十月、还是北风凛冽的腊
月寒冬，我骑着单车走过了 2007 的春夏秋冬。现在的
我，血压正常了，身体结实了，我也越来越喜爱上了骑
着单车去上班的那份自在。2008，我将依然如故地坚
持，因为这是属于全球华人的奥运年！

骑着单车去上班
□ 徐红旗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转眼，《盐都报
道》创刊一周年了。我这个“盐都客”在盐都这
块热土上生活、工作、写文字也一年有余了。

创刊之初，报社旗下聚集的是一群从未
办过报纸的、刚出校门的青年大学生。相对
“报人”而言，这是一群“孩子”，有人称之为
“幼儿班”，有人称之为“杂牌军”，领导风趣地
说，我们是“混成旅”。而相对于“午后斜阳”的
我来说，这支队伍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头跨越。怎样采
访、怎样写稿、怎样编辑、怎样划版、怎样校对
……在大家对“怎样”的追寻中，2006 年 11

月，第一张《盐都报道》，迎着黎明曙光、东方
朝霞，散发着油墨清香，终于和 80 万盐都人
民见面了。尽管不那么漂亮，尽管不那么成
熟，但盐都的领导接纳了她，盐都的父老乡亲
接纳了她———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这是我们自己的报纸啊！

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行，说是教学相长
也罢，《盐都报道》总之在前进，在发展，在一
天天走向成熟。刊期从周一到周二，再到试发
周三; 质量和内容从来就不甘屈居人下，由
“不耻最后”而跻身“后起之秀”。《盐都报道》
在为盐都三个文明建设竭尽全力鼓与呼！

唯其是“幼儿班”，发展
潜力才不可限量；唯其是“杂
牌军”，相互学习、优势互补
才成为可能；唯其是“混成
旅”，才更具有综合战斗力：
采、编、校、排、印、发……各
道工序都有了中坚力量，随
着队伍建设的逐步到位，报

纸形象在稳步提高，今天可以说一句：《盐都
报道》已经深深扎根于广袤的盐都大地！

办报绝对是苦差事。“如履薄冰”、“如临
深渊”就是报人工作的真实写照。也曾有人劝
我，眼看奔六之人，还要和一群小青年一起，
起早，熬夜，奔波劳碌，成天把工作的弦绷得
紧紧的，何苦来？我唯有一笑。总说士为知己
者死，盐都人民给我这么一个平台，视同知
己，我岂敢有丝毫懈怠。好好干，干干好，就是
最朴实的目标！一批年轻编辑、记者的成长，
就是《盐都报道》最大的成功，也是本人最大
的心愿，衣带渐宽终不悔，甘用夕阳换朝阳！

甘用夕阳换朝阳
□ 严克文

短短的十五年岁月，千百个的“一天”，能记住的却
没有几个，可是我记住了这一天：

父亲，让年少的我最感动的名词；在我最伤心和最
快乐的时候，向我伸过来最温暖的臂膀。

新疆，中国最美丽的地方，有广阔的土地，有古老
的文化和动听的歌谣。

可是那一天，两条平行线却交汇在了一起———
我的父亲和祖国的新疆。父亲将远赴新疆支持新疆
的工作，父亲说，党的命令不可违背。可是，九千多里
外的异乡，父亲即将起程，九百多个日夜，父亲即将
在那里度过。

今后的夜晚，父亲就会在那遥远的祖国西北大地
上度过，月儿也许和家里一样的亮，风景也许还要比家
乡的美，人儿啊，大概不会有现在的亲。

看着他微笑的脸庞，多么希望这一天，这一刻可以
定格，没有泪水也没有离别。

这一天，我的父亲将背负着责任起程；
这一天，我的父亲将离开我去祖国的边疆；
这一天，我的父亲怀着满腔热情走向广阔的草原；
这一天，我的父亲微笑着踏上了漫长的路。
就在这一天，我长大了，承载起了父亲的爱和期

许，欢乐和泪水像成长的养分，一点点滋润着我的内
心。

就在这一天，母亲开始了漫长的倒计时，满含着爱
和希望等待。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泪与笑，不会忘记这一
天我的成长，父亲的眼神和母亲的爱……

这 一 天
□ 薛亦君

与《盐都报道》结亲是从她创刊
的那天起，与她结缘是区委台办和她
协办“对台招商引资”专栏。

几年前，当听到《盐都新闻》停刊
时，我的心中为此神伤而又无奈。我
想，对于有着80多万人口的盐都，每
天发生的新闻，除了在电台、电视台
报道，还离不开报纸来报道。因为，报
纸可以方便人们随时阅读、查阅和收
藏，她的许多优点是电台、电视台不
可比的。对这份充当着区委的“喉
舌”、地方老百姓的“面包”的报纸，
我是多么期待她能早日复刊。

天遂人愿，去年底，《盐都报道》
出刊！一见到她，宛如春风拂面，大
有“春光无限好”的感觉。

去年，是盐城市对台工作的大
年，第三届苏台经贸洽谈会在盐城举
办。这对促进对台招商引资工作而
言，是个难得的机遇。区委书记李纯
涛、区长崔浩多次要求在对台招商工
作上寻求突破。面对这样好的机遇和
区领导的要求、期望，负责区台办工
作的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做好对台
招商引资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何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增强
招引台资意识、指导各地开展对台
招商引资工作，成了我工作的重中
之重。宣传对台招商引资是促进这
项工作的有力手段之一。我在思考如何有效地、长期地
开展招引台资宣传工作时，便想到了在《盐都报道》办
专栏。6 月 1日我们试出了一期，就有几个朋友给我打
电话连说“有创意”。之后每月一期，到目前《盐都报道》
“对台招商引资”专栏已出刊 7 期，它凝聚了多方的关
心、支持，也得到了读者的青睐。

几期载有“专栏”的报纸一出，不断有熟人对“对台招
商引资”专栏评价说，不仅刊登的文章好而且刊头握手合
作的图案也很有创意。每一期有“对台招商引资”专栏的
《盐都报道》都加印一百份，寄给岛内的盐都籍知名台胞和
来盐都参观考察的台胞台商，均得到他们的欢迎和赞扬。

我想“对台招商引资”专栏之所以能办得如此成
功，凝聚了《盐都报道》全体采编人员的辛劳、汗水和智
慧。今天在《盐都报道》创刊一周年生日之际，我衷心地
祝愿这份属于我们盐都人自己的报纸生日快乐！并希
望她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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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宗
煜

张庄划归盐都区后，我这个离开盐都六
年的“逃兵”、寻找缪斯路上的独行者，有幸
结识了《盐都报道》，并且结伴同行，成了最大
的受益者。回想起与《盐都报道》相识、相知、
相爱的点点滴滴，深感欣慰。

记得我在《盐都报道》上发表的“处女作”
《亮在岁月深处的灯》，
如一朵羞怯的小花，不
敢到田野里去绽放，而
《盐都报道》却宽厚地接
受了它，给了一个涉及
文苑不深的“游子”莫大
的鼓舞。盐都人还记得
我，没有忘记我。“我原
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
给了我整个春天”，汪国真的这句脍炙人口的
诗句，道出了我当时的心声。我得加倍努力，
要为《盐都报道》的发展、壮大尽献自己这个
“爬格子”近 20 年的“爬格子一族”的绵薄之
力。于是，我一有空就揣摩写什么稿子、怎样
把稿件写好。很快，《张庄齿轮经济戏越演越

活》、《誓师赶上头班车》、《张庄生意人三夏大
忙心不慌》、《张庄激活全民创业“一池春
水”》、《乐为群众办小事》《搏击商海涛声高》
等一批稿件先后在《盐都报道》二版头条位置
上刊登，《张庄齿轮经济戏越演越活》一稿还
在“和谐电力”杯经济新闻竞赛被评为二等

奖。一次次报道提示，一次次约稿，让我倍感
受宠若惊。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写作题材
也越来越广泛。消息、通讯、言论、散文，无所
不及。

说句心里话，每次从邮递员手中接到《盐
都报道》，我总有一种倍受宠爱的感觉，而展

开来，浮现于眼前的那么温馨的铅字，令我联
想到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容。很多次，我恍然
觉得，《盐都报道》的编辑和记者们很辛苦，他
们在用笔的犁铧和思想的泉，一天天耕耘，在
一寸一寸地铺就那片沙地上的绿草坪，栽下
了盐都区各个镇、区、街道的各种“树苗”和四

季的“花草”。就像许多
年前的女人织布或是
结网，丝丝缕缕织入了
女人的真诚和思绪，可
谓是寸土寸心。

我真想送给《盐都
报道》一盆九节兰，作
为她一周岁生日的礼
物。九节兰在冬天里叶

片依然青翠，却不张扬也不喧闹，只是默默无
闻地从根部往上，依次开出一朵朵含蓄的小
花，花共九节，终日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谨以
此文，表达我真诚的祝贺和祝愿：祝改版、扩
版后的《盐都报道》办得越来越精彩，以鲜明
的特色迎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送你一盆九节兰
——— 写在《盐都报道》创刊一周年之际

□ 胥国海

编完 2007 年的最后一
张《盐都报道》，我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刚来报社的一
幕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2006 年的 12 月 6 日下
午，我接到区委宣传部的电
话后，匆忙从水荡小镇赶至
区行政中心，来到盐都报道
编辑部，我才得知盐都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
报纸，领导要借用我来这里工作。当时，我措
手不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总编却就给了
我一张二版清样，非常客气地说让我帮他看
看。我被安置在一间办公室里坐下，面对十几
篇新闻稿，一字一句地读着、改着，直至夜幕
降临，人去楼空，我也浑然不知。那晚，我借宿
在一位亲戚家里，却是夜不能寐，既兴奋，又
颇感压力。

兴奋，是缘自梦想成真。20多年前，我高
考落榜，在不幸中有幸考取了民办合同教师，
在家乡的一所联办初中当教师。做班主任的
我，时常要在陪伴住宿生进入梦乡后，月到中
天时，才能回到家门。不知何时，我习惯于一
个人端坐在昏黄灯下的书桌前，展一本稿纸，
提一支秃笔，吃力地“涂鸦”着一个个“豆腐
干”。稿件从起初的泥牛入海，到隔三差五地
收到稿费，莫名的冲动驱使我写新闻、写小
戏、也写散文，发誓要当一个“码字匠”。后来，
我从学校被借用到机关，从拿粉笔到握钢笔

再到与电脑牵手，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这 20
多年里，我无时不在做自己的文学梦，总想成
为一名记者、编辑或作家。没想到，人到中年，
组织和领导给了我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
我圆却了年轻时的一个梦想。

压力，来自工作环境。我所在的报社编
辑部，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执
行总编是位资深报人，同时也是全国知名
的戏剧家和作家，名高威重固然对我有压
力，但让我特别感到有压力的还是他那严
谨的治学态度、勤勉的敬业精神以及对报
纸的至爱。初来报社的那段日子，我与老总
住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可我一刻也不敢偷
懒。每当看到夜深人静他办公室的灯仍然
亮着，听到电脑键盘声还在不停地响着，我
就会用冷毛巾擦一擦脸，继续坐到电脑前。
也就是那段日子，我写出了《人民是我亲父
母》这篇通讯和一些散文。我也从一名办报
的门外汉，渐渐懂得了怎样采访、怎样编
稿、怎样排版。

压力还出于生活在一群青年人之中。同
自己孩子一般大的“同事”一起共事，自然增
添了几分朝气，减少了几许暮气，但他们年纪
轻、学历高，特别是接受新生事物快，因此我
唯恐落后，就怕他们不带我这位“小老头”一
块“玩耍”。于是，我不甘落后，不敢松懈，时常
与他们切磋新闻写作的技巧，带着他们采访、
写稿、编稿，有时还好为人师地给他们讲一讲
语法知识。至今，我与报社老小没有代沟，更
没有红过脸、伴过嘴，但来自心灵深处的那般
压力依旧。这种压力，正是我不怕困难、不畏
挫折、不计得失的动力。

怀揣梦想，肩负压力，我与《盐都报道》
携手走过了在 2007。尽管，我至今还是一名
不在编的“编辑”，一个不计报酬的“记者”，
但我心有所依，情有所系，梦有所托，终有
所得，执子之手永无悔！

在《盐都报道》周岁之际，写下这些文字，
感激报社这个大家庭的前辈，也与共事的诸
位后生共勉。

执子之手永无悔
□ 陶根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