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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往事如烟，然而在《西宁晚报》走过的40年中，
有一群特殊的读者，他们亦师亦友，他们是读者、也是作
者，他们与《西宁晚报》以文结缘、笔谈交心的一件件往事
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他们与《西宁晚报》的情缘
可浓缩成一句话：心心相印40载…… （记者 施翔）

心心相印40载
岁月悠悠，时光赓续。转眼之间，《西宁晚

报》迎来了40华诞。作为老通讯员，回忆起和
晚报因写稿结下的情缘，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2003年9月从部队转业安置到城东区委
宣传部，我在报刊架上看到一沓摆放整齐的

《西宁晚报》，眼前一亮，凑上前去，马上拿起一
份翻阅起来。我惊喜地发现，《西宁晚报》的通
讯有血肉，消息有内容，典型有精神，在平实朴
素的文笔里，我仿佛看到了持如椽之笔的巨
手，画出江山万里红，诗卷长留天地间。我陶

醉于心灵的共鸣，感受到新闻的味道，直到黄
昏时分，才依依不舍放下手中的报纸。

从小喜欢写作的我，一直都怀揣着写
作的梦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记者一样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随着时间的
流逝，我与晚报的感情更进一步。2003年
11 月 17 日，我写的处女作品《城东区第三
产业支撑点：三大中心两大区域》在《西宁
晚报》A10版州县新闻刊登，文章能在晚报

发表，这种鼓励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在这21年里，虽然工作岗位多次调整变动，
但与晚报结缘后，坚持不懈地给晚报投稿，
由一个读者成为一个作者，由一名通讯员
成为一名特邀记者。

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十年青春如歌，在
《西宁晚报》40周岁生日到来之际，祝《西宁
晚报》越办越好！今生我也将“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永远沉醉于你的墨香。

一路同行 感谢有你
西宁市纪委监委宣传部贾权军

回首曾经在《西宁晚报》投稿的经历，
忽然感到时光的齿轮飞速转过了 5 个年
头。2014年至2018年期间，我有幸进入湟
源县委宣传部工作，多年来，我在工作中逐
渐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到办公室打

开电脑后，第一件事就是阅读西宁晚报，看
看有关湟源的稿件有没有刊发出来，这已
成了检验我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原本是个正宗的理科生，对写新闻
稿根本一无所知，在报社许多老师的指点

帮助下，从写小小的“豆腐块”到写长篇的
通讯，逐渐游刃有余。报社许多著名的记
者，如贾晓红、施翔、张弘靓等等，都成了我
的好友，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
乐此不疲。

对新闻工作者而言，辛勤和汗水往往
在所难免。每个新闻工作者，只有时刻担
当起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
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

望者，才能真正架起党和人民的新闻连心
桥，才能真正把新闻做到群众心坎里，才能
真正赢得群众的口碑。

在那段时间，《西宁晚报》培育了我、涵
养了我，短暂相处中，他助我从扬帆起航走
向了奋楫争先。如今，喜逢《西宁晚报》创
刊40周年之际，我也祝愿亦师亦友的他，领
航更多的人在逐梦前行的伟大时代写下更
加生动鲜活的注脚。

五年相处 一生情缘
湟源县委宣传部原宣传干事 毛馗

那是深藏在记忆深处的香气。打开报
纸，油墨独有的气息扑面而来，弥漫着我的
童年。

当时我大概六岁，即将上小学，开始学
着认字。家里订阅的一份《西宁晚报》，成为

人生最初的识字教材。父亲喜欢读报，我倚
在沙发上，斜着脑袋，听男中音念出一字一
句。原来这座城市里，每天都有那样多的事
情发生，原来有一群叫记者的人，那样关心
这个世界。是报纸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时光一转，读报的孩子成长、考学、工
作，成为了一名宣传工作者。我不再只是
读者，还是《西宁晚报》的通讯员。当自己
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那份“小读者”变“作
者”的开心难以言表。一次次的工作接触，
这张报纸背后的面容也越来越清晰——我
看到了晚报记者是怎样采访，怎样写稿，怎
样反复核实一个数据、一段话。我看到了
严谨、专业、高效。我看到了一群可敬可爱

的人。
今天，读报的方式早已不同往昔。电

子版、公众号、视频号……“无纸”的报纸，
影响力越来越大。《西宁晚报》传播矩阵讲
述的西宁故事、青海故事更加生动，更加精
彩。但不论怎样读，“西宁晚报”四个字似
乎总带着当年的油墨香。

衷心祝愿《西宁晚报》越办越好！愿
“油墨”永远飘香！

油墨飘香四十年
城中区委宣传部宣传干事 黄瑾辰

因为喜欢阅读，学生时代的我就与《西
宁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翻开报纸，
闻着淡淡的墨香，那些新闻背后，温度与厚
度并重的故事总能触及我的心灵，激励我
不断前行。

参加工作后，有幸成为一名通讯员，我
看到《西宁晚报》积极投身媒介融合的发展
大潮，不断探索实践，锐意改革创新，一个
个精彩瞬间、一篇篇激扬文字的背后浮现
着记者们脚下有力、心中有光、笔耕不辍的

身影。这些身影也不断激发着我的写作热
情，记得第一次投稿时，根据工作安排，我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撰写了一篇通讯稿，第
二天，我像往常一样随手翻阅《西宁晚报》，
突然发现一篇新闻稿件的标题是那样的熟
悉，清晰地刻印着我的姓名，因为是第一次
登报，我反复阅读着这篇新闻稿件，看着投
稿中的文字在报纸上变成铅字，心中备感
骄傲和自豪，当时的点点滴滴现在想起依

然难忘。
在与晚报记者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他

们的敬业态度和专业能力令我印象深刻，
我将以他们为榜样，热情拥抱从“跃然纸
上”到“移动指尖”的环境变化，并立足基层
工作这座“富矿”，不断“淘金”，提供更高质
量的新闻线索。回望走过的路，很荣幸遇
见《西宁晚报》，让我得以与新闻为伴，与精
彩同行，祝愿《西宁晚报》40周岁生日快乐！

感恩遇见 携手前行
城北区委宣传部 李昊

40年风雨兼程，40载春华秋实。40年
来，《西宁晚报》用收藏昨天、记录今天、筑
梦明天的格局与气魄，以思想之先声引导
社会舆论，做到重大节点有声音、重大问题

亮观点、重大时段搭平台，用一份报纸书写
一座城市的成长史。

与《西宁晚报》相识既是偶然，也是缘
分。起初是从读报开始的，阅读它不仅仅

是因为策划精巧、图文并茂、文笔流畅、描
述细腻、文风清新，更主要的是它宣传报道
紧紧围绕西宁市的中心工作，以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办报宗旨，全面展示
了西宁市各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
就，也深情关注了大量寻常百姓关注的热
点和焦点问题。尤其是青藏铁路发展这十
年间，西宁走进高铁时代、西宁火车站改

造、西格段提速、动车驶入青藏铁路西格段
等等，青藏铁路从“量变到质变”的每一个
瞬间都有《西宁晚报》的见证。后来，成为
单位的一名宣传干事，开始向晚报投稿，我
也逐渐爱上了新闻宣传这个岗位，感恩《西
宁晚报》，您是我新闻宣传工作的引路人。

在创刊4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老朋
友祝愿您，乘风破浪勇奋楫，行稳致远向未来！

感谢新闻宣传工作的引路人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 吴道洁

一报在手，便迅疾展开副刊，寻觅一块
块文学甘饴，或诗或文，如饥似渴读起来，
说是饕餮盛宴，对四十年前的我来说，一点
儿也不为过。

四处投稿，每每泥牛入海，就在对文学

的憧憬近乎羸弱时，《西宁晚报》副刊版刊登
了一篇散文诗，这篇叫《骆驼悲题》的处女
作，无意燎旺了我的“文学自信”，随后便有
作品见诸晚报和其他刊物。晚报给了我，当
然也给了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逐梦的舞台。

晚报，就像她的名字一样，亲民、温
馨。这里有前沿的时政要闻，市府筹策，也
不乏急难愁盼的寻常百姓事，她应老百姓
的关切而存在。是对焦了的生活百事通，
也是正能量满格的城乡路路通。亦如立体
交叉的桥梁，使政府与人民之间加强了解、
联络的关系更其通畅。

在数字化的信息时代，群众接收到的
信息难免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有的碎片

化信息甚至充斥着负能量。晚报的纯正、
厚重、恢宏依然历久弥新，所秉承的亲民路
线越走越宽，超强的甄别能力，清新的生活
气息，与时俱进的革新态度，依然是她拓出
一片新天地的活力所在。

驻足广场边宣传栏前，眼前是新版的
《西宁晚报》，身后是忙碌的车水马龙。我，
在寻觅……

那份不变的情缘
大通县多林镇中心学校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瓦建元

作为一名基层通讯员，我最忘不掉的
是《西宁晚报》。

岁月无痕，纸墨留香。依然清晰记得，
第一次在《西宁晚报》发表文章，还是30年

前在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的时候。向
晚报投了一篇千字文的小小说，几周后在
副刊发表，让我品尝到文章登上报纸的“滋
味”。那份样报我至今保存。

至此，我与《西宁晚报》结下不解之缘，
成了一位忠实“粉丝”。现在她已成为我每
天必看的报纸，也是我日常写作的精神食
粮。“爬格子”的时光，给我带来了许多乐
趣，如今，我已在《西宁晚报》发表了几十篇
文章，在写作过程中也陶冶了我的心灵，增
长了我的知识，丰富了我的生活。

蓦然回首，《西宁晚报》创刊已至“不

惑”之年。而我，竟然在这悠悠经年里，始
终执着地与她一路同行，不弃不离。而她，
也像相交多年的挚友，始终陪伴着我的平
凡岗位，芬芳着我的平淡生活和琐碎工作。

时光悠悠，几度风雨。40年，弹指一挥
间。我与《西宁晚报》，情结依旧。结缘《西宁
晚报》，是我人生中一大幸事。衷心祝福《西
宁晚报》，枝更繁、叶更茂、花更艳，越办越好！

不能忘却的邂逅
虎台街道办事处党建办主任 徐志涛

最初接触《西宁晚报》的时候是我中学
时期，那时爷爷每天看报的习惯耳濡目染
地影响着我，当我初次翻开报纸，闻着淡淡
的墨香，看着黑墨文字组成的一个个故事，

让我感受到文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也在
内心埋下了与文字交际的决心。

参加工作后，我有幸成为一名通讯员，再
看《西宁晚报》时，报纸上已经赫然有了我的投

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感动，忍不住与
同事们夸耀着，同时也感慨《西宁晚报》在这二
十年来的发展与进步，体会着她在不断探索实
践中的改革创新，记录下无数个精彩的瞬间、
值得铭记的时刻，仿佛能看到那些笔耕不辍、
锐意进取的身影。我曾想加入这个作者行列
的愿望，在此刻具象化地实现了，年少时埋下
的种子，也终于借助这片土壤生根发芽。

在我刚接触宣传工作不久，我有幸联
系到《西宁晚报》的记者，在与晚报记者同
战线工作后，我不禁钦佩于他们的敬业精
神和专业能力，见贤思齐，我也开始留意生
活中的细节，细节处的新闻，慢慢提升着自
己。回望来时路，很感谢遇见《西宁晚报》，
让我从读者，到作者，再做成了晚报的邻
居，祝愿《西宁晚报》40周岁生日快乐！

读者 作者 邻居
大通县委宣传部宣传室干部 旺秀扎西

我是黄河乡生态管护管理站站长，在
致力于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同时，我用
镜头记录下了无数个珍贵生态瞬间。

我也是《西宁晚报》的忠实读者和通讯

员，我用记录与传播生态保护的方式与晚
报沟通。我的作品频频在晚报刊出，激励
着我和其他生态管护员用“记者”的眼光去
记录高原，记录我们的生活。在这片高原

上，我用相机捕捉下了一个个生动而真实
的画面，这些画面通过《西宁晚报》的各大
平台亮相后，不仅展示了青藏高原生物的
多样性，也反映了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
持续向好。

“藏羚羊在草原上悠闲地觅食，雪豹在
峭壁间敏捷地攀爬，黑颈鹤在湿地中翩翩
起舞……”当我的作品刊登在晚报上的那

一刻，我充满了自豪。
我是晚报的通讯员，也是生态管护员，

我也在扩充自己的“通讯员”队伍，让更多
的牧民参与到记录生态保护工作中来，用
镜头记录下更多的美好瞬间，为青海的生
态保护贡献力量。

（记者刘瑜 张弘靓 悠然 徐顺凯 金华
山 整理）

《西宁晚报》传递青海最美生态风景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黄河乡生态管护管理站站长 加羊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