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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堵不住
正义之笔

邢强

回望1998，快20年了，却感觉往事历
历在目，恍若昨天。

那时“法轮功”给大家的印象还是种
气功，是强身健体，为国家减轻负担的功
法，“有公园的地方就有学员在练功”，学
员遍布济南市区，各行各业。二十多天的
深入采访，到各个练功点和学员们一起

“练功”“交流”，我深切感受到，“真、善、
忍”的幌子欺骗了多少人！社会转型时
期，许多人思想上、心理上不适应，无所
适从，成为“法轮功”的信徒。他们认为他
们在追求美好的境界，在升华自己。

晚报连续刊登三篇文章：《请看“法
轮功”是咋回事》、《要旗帜鲜明地宣扬科
学》、《“法轮功大师”聚财有道》，激起巨
大反响，报社也遭到几百名“法轮功”练
习者围攻。最终科学和正义胜利了，我的
报道也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是晚
报首次。

只有晚报，会有那样自由的氛围，领
导们的关怀支持，同事们的参与和策划，
才发挥了记者真正的社会职责。作为摘
果子的人，最想表达的是感谢：感谢亲如
兄弟姐妹的同事，让我们这些离开了晚
报大家庭的人依然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感谢晚报，那里有我人生最美好的年
华、最深刻的印迹。

本报记者 廖雯颖

2000年4月9日，狂风裹挟着黄沙浩
荡而至，一瞬之间，泉城白昼如夜，黄沙
漫天。“沙尘暴”由此成为一个高频词汇，
持续数年给我们上起了环保课。

如今，15年过去了，沙尘暴对大部分
山东人来说，已然成了记忆。然而，同样
遮天蔽日的雾霾却挥之不去。

如果把沙尘暴比作“黄风怪”，来去匆
匆，雾霾更像是压抑的“寂静岭”，反复侵
袭。每逢采暖季，雾霾常常光临，污染持续
好多天。人们只能祈求冷空气到来，让大
风刮走糟糕的天气。

值得庆幸的是，比起一两年前雾霾
污染最严重的时期，如今大部分城市的
PM2 . 5和PM10年均浓度都在下降。2014

年，山东的PM2 . 5浓度降低了16 . 3%，
PM10浓度降低了11 . 3%，PM2 . 5的进步幅
度全国第二。对居民们来说，直观可感的
是，污染值爆表的严重污染天少了。

但雾霾依旧还在，情况还没有得到
根本扭转。雾霾治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需要能源结构、经济结构调整来“治本”。
我们期待，如沙尘暴的远去一般，下一个
10年，雾霾也能离我们远去。

从“黄风怪”
到“寂静岭”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在济南马家庄南路上，济南市油墨厂依然坐落于此。破旧的厂房，疯长的野草，述说着这里的沧桑。
2000年12月15日，700多名职工用掌声迎来了这家企业的改制。1954年成立的济南油墨厂，抛却过去的

集体所有制，由在册职工、个体老板常起辉出资100多万元全权买断。该厂改制，揭开了济南企改的大幕。
有人说，常起辉这下发财了，用100多万买了50多亩地。但他们忽略的是，这50多亩地上，还有700多名职

工以及2000多万元的债务。说起这15年的经历，常起辉连说好几个“太难了”。由于改制不彻底，工厂运行背
负着很重的包袱。“欠职工的钱不能不还呀，所以挣点钱就还债了，厂子一直没法做大做强。”

如今的常起辉也老了，恰如一同老去的济南油墨厂。目前，工厂只剩两个车间还在运营，整个厂子都在
等待拆迁。拆迁以后，常起辉有新的打算，“虽然没法把工厂做大，但我想把这个厂子做长一些，找个地方重
新建立平台，发展事业。”不过，他也有无奈，“拆迁补偿金偿还完债务就所剩无几了，再发展基本相当于白
手起家。”

常起辉说，新的工厂不一定还叫济南油墨厂，但是油墨厂的文化积淀还在，企业的魂也将一直留下去。

他，揭开15年前企改大幕

1998年4月，齐鲁晚报刊登揭批“法轮功”的稿件，令“法轮功”在济头目大为恼火。同年6月3

日，数百名“法轮功”练习者到报社门口静坐围堵，严重扰乱报社工作秩序。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上图：2015年10月14日，常起
辉站在济南油墨厂内，厂房尽显
沧桑。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2000年4月9日下午，沙尘暴突袭山东，漫天黄沙遮蔽泉城。
本报记者 刘军 摄

右上：2000年12月15日，个体
户常起辉现场交出106 . 2万元现
金，买断济南油墨厂。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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