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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一世情缘。今
年 72岁的陈舒民为泰安日报
社原党委书记、社长，作为泰
安市的老报人，虽然退休十几
年，但心中那份新闻情依然十
分浓郁。

1979年，陈舒民从泗水县
调入泰安县委组织部工作，当
时负责党建宣传的他开始与
新闻宣传工作结缘，后来他历
任泰山区委副书记，泰安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泰安日报社党
委书记、社长，这一辈子都在
和新闻事业打交道。谈及泰
安日报社的发展历程，陈舒民
十分兴奋。“从青年路的小院
子，到金山路的老报社，再到
泰山大街的传媒大厦，泰安日
报社从单一报业实现了多元
产业的转变，办公场所、办公
设备、采编队伍都有了很大的
改变，多层面、多平台媒体传
递着政务民声，作为报社的老
同志，我感到非常自豪。”陈舒
民笑着说。

泰安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样
见证着泰安这座城市的蝶变。
陈舒民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他深刻感受到了泰安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些年，泰安的发展
步入了快车道，最突出的便是
城市建设和文旅产业。现在的
泰城比之前扩大了十数倍，泰
安市委、市政府出实招解决

“断头路”、打通“主动脉”，城
市道路发展迈出里程碑式的一
步。同时，泰安作为旅游城
市，近年来，不断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泰安老街、泰山西湖、
泰山秀城等一些旅游景点新秀
崛起，泰安文旅产业上了一个

大档次，让他感到生活在这座
城市很幸福。

在陈舒民家中，沙发、茶几
上堆放着各类报纸、文学书籍
和学习笔记，退而不休的他每
天都坚持读书、看报。“每天我
都会看《泰安日报》《泰山晚
报》，通过它们了解当下时政
新闻，看看泰城每天发生的新
鲜事，感觉报纸越办越好了，
影响力越来越大。”陈舒民说，
当前，传统纸媒发展面临较大
压力，他希望《泰安日报》《泰
山晚报》敞开大门、拓宽视野，
时刻关注国内、国外大事要
闻，同时坚守阵地，多做读者
关注的深度报道。

一年一度的中国记者节来
临，使镜头聚焦在新闻工作者
身上，薪火相传的泰报人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谈及如何做
好一名记者，陈舒民勉励年轻
记者要好好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
跟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深
入群众一线，既弘扬社会正能
量、也勇于批评和监督。“我想
送给记者们五句话：讲求政
治，通晓大局；学好理论，把住
方向；钻研业务，勇于创新；深
入基层，掌握实情；不惧辛苦，
努力拼搏。”陈舒民说，他希望
记者们有信仰、有理想、有追
求，用手中的笔凝聚人心、鼓
舞士气，书写新时代担当。“记
者的舞台很大，只要有真知灼
见，脚踏实地地干，一定能成
就一番事业，希望年轻的记者
们不负韶华，珍惜当下时光，
切实践行‘四力’，做新时代的
好记者。”

泰安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陈舒民

践行“四力”
做新时代的好记者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王玉/文 隋翔/图

范曾、侯宝林、姜昆、贾平
凹、刘海粟……这是泰安日报
社原总编辑、高级编辑何树华
的人物专访名录。今年76岁
的何树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系，历任《衡水日报》记
者，《山东青年》杂志社编辑，肥
城市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泰安
日报社主任、副总编辑、总编
辑。三十春秋弹指一挥，三十
华载砥砺前行。在近30年的
新闻生涯中，何树华做了大量
的名人专访，撰写了数百篇重
要言论、重大典型报道及新闻
业务论文，并精心编辑了一批
高质量的通讯报道，出版了《心
潮集》《击壤歌》。古人云：“涉
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
其尤甚者观蛟龙。”新闻报道内
容之真实与深度，皆有赖于扎
实的一线采访与调查。“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采访人物通
讯的秘诀在于前期准备工作，
一定要先搜集相关材料，努力
去读懂采访对象，找出采访对
象的‘软肋’或亮点。”何树华
说，做记者要思考的不是给读
者什么，而是读者需要什么、社

会需要什么。1985 年 1 月 1
日，曾肩负着救亡图存使命的
《泰山时报》，再践初心、浴火重
生，《泰安日报》应运而生，为改
革开放鼓与呼，与伟大的时代
同行。作为《泰安日报》创刊的
元老之一，何树华感受颇多。
他告诉记者：“办报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名老报
人，我一直保持阅读报纸的习

惯，关注时事新闻和最新政策
动态等，也经常关注着报社的
变化，特别是看到年轻记者的
不断进步，倍感欣慰。党委机
关报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
基石，是国家利益坚定的捍卫
者。它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
上发挥关键性作用，是任何媒
体无法取代的。读报是一种信
任，还有一种感情在里面。”何

树华表示，从青年路的创业者
到一代又一代的泰报人，《泰安
日报》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
向，风雨兼程。在实现伟大梦想
的新征程上，已经看到一批又一
批的有志青年正朝着党指引的
方向接力奔跑。如何办好一张
报纸？何树华用8个字概括：守
住底线，创造亮点。“加强自身建
设，守住政治底线；保持新闻真
实性，守住技术底线；减少差错，
守住差错底线。”何树华认为，作
为党报不但要守住底线，加强专
业素养，还要立足当地特色多做
文章，打造泰山文化特色品牌，
办一张党和人民都满意的报
纸。“一眨眼，《泰安日报》已经走
过了36年，向每一位新老报人
致敬，也希望大家在未来更加努
力。”在何树华看来，报纸出版是

“一日之功”，但需要全体报人的
日日精进，更需要每一分子握指
成拳、久久为功。“每次回到报
社，望着现代化的传媒大楼，我
都会感慨万千，相信报社在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泰安进程中将会
唱响更动听的旋律。”采访中，
何树华对未来无限期许。

泰安日报社原总编辑、高级编辑何树华

守底线造亮点 办党和人民满意的报纸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毕凤玲/文 赵文文/图

泰安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赵
学法今年已经71岁，至今依旧
保留着每日读报、写稿的习惯。
在报社工作的24年间，他见证
了泰安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和
泰安日报社发展的重要过程。

“泰城的变化可太大了。”赵
学法回忆，建市初期，泰城常住
人口只有20万人，电话只有4位
数，两条大街（岱宗大街、灵芝大
街），三条马路（龙潭路、青年路、
虎山路）……后来，随着东岳大
街畅通，其他道路也不断拓宽、
打通，城市版图不断变大，发展
也越来越快。

作为地方党报，《泰安日报》
记录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点滴变化，报社规模在不断扩大，
新闻报道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
赵学法感叹，报社办公地点从青
年路到金山路，再到泰山大街，
实现了快速发展；新闻采编从淘
汰铅与火，实现激光照排到报纸
编辑自动化；印刷从黑白到彩色；
传播方式也从纸质媒体延伸到
网络，实现了全媒体发展。“新技
术突飞猛进，让人眼花缭乱。”赵
学法说，报社与泰安人民一起，

共同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澎湃大
潮，一起深入践行党的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身为记者，一定
要学会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知晓
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反对什
么、拥护什么，跟老百姓交朋友。

1990年，赵学法完成了报
道《燃烧的青春——一对好夫妻
两个活雷锋的故事》，记录了驻
莱芜某部队连长徐家柱和乡下

妻子郑昌芬学雷锋做好事的历
程。这是赵学法从市妇联得到
的线索：村里植树，郑昌芬拉上自
家的树苗子去帮忙。老父亲说
她是“傻子”，可郑昌芬乐在其中，
一次又一次当“傻子”。在部队，
丈夫徐家柱乐善好施，夫妻俩的
做法打动了赵学法。他前往部
队，跟随徐家柱一起训练、生活，
又来到村里采访。只是看着远

道而来的记者，郑昌芬不知道怎
么表达。赵学法出招，喊来了和
她要好的村民，一伙人七嘴八舌
地聊起了郑昌芬的故事，一个个
细节呼之欲出，一篇充满细节的
长篇通讯报道跃然纸上。报道
刊发后，在社会上影响广泛，市委
宣传部等7个部门下发了向夫妻
俩学习的号召，郑昌芬被选为全
国“三八红旗手”，徐家柱被评为
全军“学雷锋标兵”。

“采访时要投身一线，掌握
第一手资料。”赵学法教诲青年
记者，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大多
体现在对业余时间的利用上，上
班高效完成任务，下班利用业余
时间继续读书学习，时间久了，
写起稿件自然会思路到哪、文笔
到哪，水到渠成。

“文学是我的人生撑杆，帮
助我完成了三级跳。从学校教
师到公社秘书，再被选拔到肥城
市委宣传部，后来又到泰安日报
社工作，凭借的正是一篇篇好文
章。在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我
希望青年一代继续努力，写出更
精彩的新闻，把报纸办得更好。”
赵学法说。

泰安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赵学法

传达党的声音 做群众的贴心人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徐文莉/文 隋翔/图

讲好泰安故事
记录崭新时代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今天是第22个中国记

者节，这是广大记者自己的节日，祝所有记者朋友节日
快乐！

从《泰安日报》到《泰山晚报》、从最泰安App到
ZAKER泰安、从中华泰山网到各大短视频平台，泰安
日报社的媒体矩阵日渐丰富且更加深入机关、单位、企
业、社区……我们的记者和编辑，用自己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记录着泰安这座城市的脉动，书写着广大人民群
众的苦乐酸甜。

我们做好党的喉舌。今年以来，泰安日报社所有
的新闻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
断践行转作风、改文风、察实情、说实话，围绕传播红色
经典、献礼建党百年，推出了一大批主题报道，创作了
一系列精品力作，为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展现泰安时代
风貌，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我们反映群众心声。工作中，我们坚持守正创新，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让自己的双脚沾满泥
土，让自己的目光紧盯民生，让我们的思路围绕群众，
让我们的文字接好地气……我们扎根泰安大地，用笔、
用镜头、用情怀记录泰安发展、讲好泰安故事。

今天，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的记者们从报纸
背后、从屏幕背后、从那些流淌着真情实感的文字背后
走出来，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既是一次亮相，更是一种
承诺。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日子里，我们将继续用自己
的青春活力，书写出更有深度、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的
时代篇章。

陈舒民接受记者采访。

何树华谈采访观点。

赵学法翻看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