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道他们，记录下城市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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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时至今日，根植于齐鲁大地
的齐鲁晚报已走过了 25 个春秋，
更加贴近水城的齐鲁晚报《今日
聊城》也即将走过第三个年头。

在创刊 25 周年之际，翻翻
过 往 报 纸 ，找 寻 有关聊城的报
道 。揭 开 的 不 仅 仅是尘封的记
忆，更是报道中记录的聊城的城
市之魂。

孔繁森、季羡林、白云…… 25
年来的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
咱聊城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一篇
篇报道勾画出他们不平凡的事

迹，让读者汲取着他们不同于常
人的精神。

1995 年 9 月 10 日，由时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题写冠
名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在聊城
开馆，当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
石同志参观了纪念馆展览。本报
记者现场记录这一历史时刻，并
原汁原味地记下了乔石对孔繁森
的评价“孔繁森是个很好的同志，
他不仅是一名很好的党员干部，
更是一名很好的领导干部，他最

大的特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报道中，孔繁森同志的精
神很好地诠释了聊城的城市之魂。

2009 年 7 月 11 日，当代中国
学术泰斗季羡林逝世。季老是聊城
的骄傲，家乡人对大师的逝世深感
痛惜。本报记者当天奔赴季老老家
及曾读书的地方和北京采访，第二
天用 9 个版面全方位对季老逝世
做了专题报道。作为我们这个时代
文化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级人物，季
老的学术成就、治学品格，我们无
力评判，但报道中记录下他的很多

言行，应该成为我们很多人审视自
我的一面镜子。

今年 10 月 29 日，全国十大杰
出检察官白云退休两年半后再次
上岗，本报记者记录了他重返工
作岗位时的情景。白云退休后，以
他的名字命名的“白云热线”仍在
为群众服务。截至目前，白云热线
已经遍及全市 101 个乡镇，23 家
企业，24 所学校，每个地方均设有
联络员，已经有 200 多名。全市检
察机关民生检察服务热线自 2008
年 6 月 30 日开通以来，为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做出了积极贡献，“白云热线”成
为享誉全国的服务品牌。

25 年来，这些或许都是一个
个片段。类似的报道、类似的人物
还有很多：张海迪、徐本禹、陈春
龙、李昆仑、贾秀兰……

放眼未来，类似的报道、类似
的人物还会更多，我们还会继续
记录，还会继续记录大家身边的
不平凡事，继续记录大家共同书
写的城市之魂。

(张跃峰)

关注人物：陈春龙
报道随手翻：
2008 年 3 月 22 日 《感情受挫，歹徒身

绑炸药持刀劫持女青年 勇民警陈春龙刀
口夺人殉职》

2008 年 3 月 20 日晚 8 时许，聊城市开
发区某小区发生一起严重暴力劫持人质案，
在解救人质的过程中，聊城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民警陈春龙被歹徒刺伤颈部，造成大动脉
出血，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人质安全获救。

关注人物：李昆仑
报道随手翻：
2006 年 3 月 1 日 《铁面女法官的酸甜

苦辣》
由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2005 年中国法官十杰评选活动 2006 年 2 月
26 日下午在北京揭晓，作为我省的唯一候选
人，冠县人民法院定远寨法庭庭长李昆仑从
33 名候选法官中脱颖而出。当她站在领奖台
上，接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颁奖时，
有谁会想到一个女法官在基层法庭工作 11

年的苦辣酸甜呢？

关注人物：贾秀兰
报道随手翻：
2005 年 12 月 24 日 《苦命女 22 年侍奉

四百爹娘》

贾秀兰 8 个月大的时候被人从贵州送
到山东，患有精神疾病的养母带着她改嫁了
3 次。她 14 岁时被人骗走，成了一个大她 17

岁的残疾人的妻子。25 岁时，她成为阳谷县
寿张镇敬老院院长。

22 年来，贾秀兰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将
对父母的爱奉献给了敬老院里的 401 位孤寡
老人，这位从小很少感受过父母关爱的敬老
院院长，收获了 401 个爹娘的亲情，代价是失
去了人生的许多机会，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还有一只眼睛……
关注人物：陈金良

报道随手翻：
2010 年 9 月 1 日 《退休干警当起网吧

义务监督员 老“啄木鸟”捉“小网虫”》

举着喇叭、说着快板,走到哪里把“文明”
宣传到哪里。陈金良 ,这位 69 岁的老人 ,恐怕
在聊城没几人不知道。他做好事 49 年 ,被人
们誉为“活雷锋”。一身旧警服,带着个喇叭,念
着自编的快板,陈金良几乎一直是这个形象。

陈金良是东阿县公安局一名退休警察 ,

由于在关心青少年成长方面的突出贡献 ,他
先后被聊城大学等高校聘为“德育教育客座
教授”、“课外辅导员”、“红旗团名誉团长”,还
是“首届感动山东十佳人物“ ,被省公安厅荣
记一等功。

关注人物：牧琳爱
报道随手翻：
2010 年 5 月 9 日 《 93 岁美籍老人牧琳

爱：“我愿意把遗体捐献在中国”》

“我在中国出生，生活了 13 年。”牧琳爱
说，她 1917 年 8 月 11 日出生在河北省北戴
河，1930 年随家人返回美国，1941 年结婚，在
美国一家儿童医院任职，1992 年和丈夫一起
重返过中国。直到 1998 年丈夫去世，牧琳爱
把山林、别墅、花园和汽车卖掉，回中国居住
并开展慈善活动。自 1999 年至今，牧琳爱先
后被评为“中华慈善大使”、“感动山东 2006

年度十大人物”、“ 2006 山东年度新闻人物”
等荣誉称号。

“早在几年前，我就有了遗体捐献的想
法，但由于国籍问题，一直到 2006 年才正式
在聊城市红十字会作了遗体捐献登记。”牧
琳爱说，丈夫在美国去世后就捐出了遗体，
自己也要像丈夫一样，儿女们也都表示支
持。“爱心无国界，我把遗体留在中国，因为
我喜欢这个国家，我的儿女们也来过中国。”

孔繁森作为建国以来重大典型，被
誉为“九十年代的雷锋”、“新时期的焦裕
禄”、“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的典
范”。从 1994 年开始，本报不间断地关注
并报道着他的事迹。

此次随手翻到的两篇报道，是孔繁
森同志纪念馆开馆时发表的。第一篇详
细报道了孔繁森纪念馆开馆盛况，据报
道，坐落在东昌湖畔的孔繁森纪念馆，
1995 年 7 月 4 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建馆，1995 年 9 月 10 日正式开馆接待观
众，占地面积约 1 . 0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外形为双重檐、四周为换廊
式结构。第二篇报道是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
同志参观纪念馆展览。当时，本报记者现
场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并原汁原味地
记下了乔石对孔繁森的评价：孔繁森是
个很好的同志，他不仅是一名很好的党
员干部，更是一名很好的领导干部，他最
大的特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
和人民群众需要他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
去，哪里最艰苦他就出现在哪里。他两次
去西藏，在那里工作了 10 年，表现特别突
出和优秀。他不仅属于山东，也不仅属于
西藏，而是属于全国人民。孔繁森同志值
得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每一个
领导干部好好学习。

2009 年 7 月 11 日，当代中国学术泰
斗季羡林逝世。季老是聊城的骄傲 ,家乡
人对大师的逝世深感痛惜。记者当天奔
赴季老老家及曾读书的地方和北京采访,

第二天,本报用 9 个版面全方位对季老逝
世做了专题报道。

2010 年清明节 ,季老骨灰运抵临清 ,

并安葬在他的家乡临清市康庄镇大官庄
村,实现了季老生前说要回到“母亲身边”
的遗愿。

得知季老逝世的消息时,记者刘铭正
在聊城大学上培训课,随即向老师请假,并
与同事王传胜商量采访事宜。随即 ,两人
分头行动,一方采访与季老关系密切的聊
城大学,一方到季老的家乡临清市康庄镇
官庄村采访。

在“送别大师”的专题报道中,了解了
最前沿、最及时的有关季老与家乡、亲人
的动态消息,报道了家乡人对大师的深情
怀念。

2010 年清明节 ,季老骨灰运回临清
前,本报特意组织数百名网友在季老骨灰
返回必经的临清卫运河大桥东侧迎接,排
起了近百米的长队。同时 ,记者采访到季
老的儿子季承,独家报道了季承要出书谈
家事的消息。

2011 年 8 月 2 日,是季羡林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8 月 1 日下午,季羡林先
生的儿子季承专程赶到临清老家祭奠父
母亲。季承在回忆父亲的同时 ,解开了写
书不是为了揭伤疤的结儿,让读者认识了
另一面的季羡林。

“原来没有失眠过 ,但今天 4 点多就
醒了,想着一天的事儿,又要上岗了,感觉到
了肩上的担子。”10 月 29 日上午 ,在白云
民生服务热线接待室,全国十大杰出检察
官白云退休两年半后再次上岗,他觉得既
光荣又有压力。

当天上午 8 时许,白云骑着电动自行
车来到聊城市人民检察院,重新回到了曾
经工作过的白云民生服务热线接待室,接
待群众来访。

“除了一些正式场合外 ,我这还是第
一次接访时穿正式制服。”正说着,白云热
线响了起来。“周二要去中学做报告,周三
得去聊城大学讲座,那就周四周五吧。”白
云笑着在电话中说了几天的安排,本周四
周五,他应烟台市烟草专卖局的邀请,要去
烟台做报告。

白云说,最近几年来,粗略估算,他做过
的报告已经有 880 多场,不收取一分钱,到
年底还要做 30 多场报告。“主要致力于下

一代工作 ,为同行、各行业传授一下经验 ,

做雷锋的好差事多好啊。”
时间真是巧合,14 年前的 10 月 29 日,

白云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 ,登上天安
门参观。这回再次上岗 ,距离白云退休整
整两年半时间。2010 年 4 月 1 日 ,他在检
察岗位上工作 30 余年后,正式退休。

白云退休后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白
云热线”仍在为群众服务。截至目前,白云
热线已经遍及全市 101 个乡镇,23 家企业,
24 所学校,每个地方均设有联络员,已经有
200 多名。

全市检察机关民生检察服务热线自
2008 年 6 月 30 日开通以来,为化解社会矛
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贡
献 ,“白云热线”成为享誉全国的服务品
牌。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现在每个周一,

白云都会在白云民生服务热线接待室接
待来访群众。

关注人物：孔繁森
报道随手翻：
1995 年 9 月 10 日 《展现“领导干部的楷模”无私奉献的一生 孔繁森同志纪念

馆今日开馆》
1995 年 9 月 11 日 《乔石参观孔繁森纪念馆 乔石说，孔繁森值得每个领导干

部好好学习》

关注人物：季羡林
报道随手翻：
2009 年 7 月 12 日 《老家亲人：真想让老人家回家啊》
2010 年 4 月 6 日 《季老回到母亲身边 季羡林和夫人彭德华的骨灰昨在临清

老家合葬》

关注人物：白云
报道随手翻：
2010 年 4 月 2 日 《白云退休，万言嘱托寄后生 中国十大检察官书写三万多字

“临退嘱托”传帮带》
2012 年 10 月 31 日 《白云再上岗 退休两年半，重返岗位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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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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