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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的温暖
□周东升

作为一名乡野村夫，能与齐鲁
晚报结缘，既属自己幸运，更赖晚报
诸位编辑老师的慧眼、敬业、严谨、
公正。算起来，对我有知遇之恩的编
辑老师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字，
值此晚报三十华诞之际，谨记其中
几位老师的点滴，聊表谢意。

一篇稿件八通电话

2004年9月11日，“人文齐鲁”版
创刊。我暗自感叹，这是一个大题
目，更是一个系统梳理博大精深的
齐鲁文化的好创意。创刊编辑是杨
晓珍老师。

通过两个多月的悉心学习与感
悟，当年12月初，我发给杨老师《禹王
庙之谜》一稿。稿子发出后的第三天
中午，我正忙于搬家，突然电话铃响
了，是杨老师打来的。她告知我说，
稿件的题目看到了，但附件里没有
正文。原来是由于自己当时对网络
的运用不太熟练，竟未能将稿子的
附件上传成功。杨老师只是看到了
我在“主题”栏中填写的标题。

电话中，杨老师又耐心细致地
给我讲解操作步骤，我边听边记，
最后终于发送成功。当日下午三时
许，杨老师又打来电话，告知稿件
看到了，接着便是一番鼓励的话
语：选材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几
个小标题构思得也巧妙精当，文字
表达生动流畅……初步意见准备
采用，并叮嘱我最好能提供几幅相
关图片，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也
使得版面图文并茂。

之后，就稿件中的部分典故、
传说及几个生僻字的使用，杨老师
又多次来电话与我指导和沟通。
2005年1月7日下午，杨老师再次打
来电话，特意告诉我，稿件明日见
报，请注意查看。这是第八次与我
通话。此后几年，杨老师又陆陆续

续编发过我多篇稿件，几乎每一
篇，都凝聚着她的热情和智慧。

严谨诚恳锐意创新

2013年2月，徐静老师担纲编辑
人文周刊。徐静老师做事严谨，待
人诚恳，而且善于在栏目的设计编
排上求变求新。因而，这一时期的
人文周刊，常常给人以继往开来、
面貌一新之感。

201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主
席诞辰120周年，我撰写了一篇《毛
泽东主席在山东的那些日子》。因
对稿件的政治性、史料的准确性要
求高，比较敏感，徐静老师为确证
文中的时间、地点以及相关人物，
做到无懈可击，她不厌其烦，反复
查阅中央和省级党史部门的有关
书刊，对稿件作了大量充实完善。
稿件见报后，反响良好。这种敬业
精神及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的确

令人敬佩。
徐老师工作认真细致，对待作

者热情真诚。我的每篇稿子见报前
一两天，她都会通过写邮件或打电
话的方式告诉我，这使我觉得自己
的劳动得到了尊重，同时也更增添
了继续写作的热情。2013年3月26日，
我的小文《折来柳条拧脆笛》发表前
两天，她在给我的邮件中还特意附
了一段话，“过段时间晚报会有所改
版，人文周刊用稿会侧重发生在齐
鲁大地的传统文化、近现代文化、红
色文化，希望您继续支持我们的工
作，多写、多来佳作。谢谢！”见到这
用心良苦的提示，我非常感动。

为使版面图文并茂，增强可读
性，徐静老师在栏目的设计上不断
求变求新，拓展视野。印象最为深
刻的是“文配画”和“系列化”版块。
她先后为作者张国华开设了“画说
济南”、为王世会开设了“齐鲁乡
俗”专栏，简短的文字再配以作者

自己的国画作品，的确为版面增色
不少；而“山东古国系列”与“镇馆
之宝系列”，既系统展示了齐鲁大
地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文化
遗存，更增强了副刊的文化内涵，
提升了周刊的传播品质。

名编风范广交作者

“感谢一直以来对晚报的关注
和支持，有佳作时欢迎继续赐稿！”
这是李秀珍老师给我回复的多封
电子邮件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

又是支持，又是佳作，又是赐
稿，字里行间，流露出一派谦谦君
子之气，一位名编的风范也尽显无
遗。这种风范，若不是有着见多识
广的底蕴和驾轻就熟的业务能力
做支撑，是断然不会具备的。虽然
自己非常清楚，身为一介草民，实
在有些承受不起，自己的那些胡言
乱语哪里称得上什么佳作？又有什
么资格来谈赐稿？但我相信，李老
师这些真挚诚恳的话语，绝不是什
么虚情假意的客套。这既是对作者
的尊重，更是对所守望的这片精神
家园的一份虔诚。

李老师的名编风范，还体现
在她对众多作者的一视同仁。无
论大家，还是草根，她都能够做到
作品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不看作
者名气，只看作品质量的勇气，更
展示出她宽广的胸襟。2009年底，
我曾发给她一篇名为《褪去了底
色的那条老街》的稿件，本意只是
交流一下看法的，未曾料想，仅仅
三天，便被编发在“美文”版。该稿
后被多家网站转载，并被多位高
三语文老师推荐为当年的“高考
必读美文”。

回首三十年间，我与晚报的
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而编辑老
师的指导、厚爱与鼓励，更如春风
化雨，滋润着心田；又似那冬日的
暖阳，映照着丝丝温暖。

齐鲁晚报副刊开设的“画说济南”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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