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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想，如果时间能重新流回
到2000年，那个21世纪的元年，站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会选择一个什
么样的职业？

人生没有那么多也许，但在15
年前，为了能够考进齐鲁晚报，在
寒冷的冬天坐了36个小时，从遥远
的兰州赶往济南，凌晨一点抵达
后，在火车站售票大厅冰冷的水泥
地上躺了一夜，怀里紧紧揣着打零
工攒的2000元钱，开始在这个陌生
的城市寻找记者梦。

是晚报敞开了大门，包容了这
个异乡孩子。在这里，我开始了最

喜欢的新闻采访。在前辈的谆谆教
导下，从一字一词，到一句，再到一
段，到一篇，随着一篇篇稿件变成
铅字，自己的名字逐渐在报纸上增
多，自己也得以在异乡扎根、成长。

每次采访都是一次历练，而成
长是曲折的。记得在2000年刚入职
不久，因为采访一起打人事件时，
没有采访第三方，尽管稿件本身没
有失实，但还是引来第三方到单位
讨说法。最后，单位领导出面平息
这件事，我怀着愧疚之情，向领导
写下申请处罚书，但领导却把它放
进了自己抽屉，说：“没事，吸取教

训，好好采访去吧！”至今，这份申
请处罚书的电子版还保存在我电
脑里，像警钟时刻长鸣。

15年了，东奔西走，漫长却也
短暂，从一个刚入职的青年，转眼
成了单位的“老人”，而正是在这样
一个宽厚、包容、富有文化底蕴的
单位，我真正学会了立言、立身，再
立人，在晚报这棵大树的庇护下，
立家，立业。

感谢齐鲁晚报，这是我的第二
个家。如果时光倒回15年前，我还
是会拼命努力，要考进这里，从事
自己最喜欢的新闻采访工作。

晚晚报报让让我我立立人人，，立立家家，，立立业业

变变的的是是载载体体，，不不变变的的是是爱爱情情
今天是晚报发行一万期，人活

不了一万年，报纸也不行，但再活
一万期，而且活得很精彩，一定行！

把自己十五年最好的青春年
华留在这里，很多挥之不去的东西
早已刻进骨子里，所以当听人议论

“纸媒式微”时，五味杂陈，外人可
议论，却终究无法感同身受。

报纸走到今天，我仍坚信，严
谨的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和人们
思想的启迪，优秀行业人的坚守，
还有优秀的文字，如果没有被留
住，那绝不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而
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

十五年前，我进入晚报，以“能
喝酒而不醉”打破了新闻单位倾向
于招男记者的“潜规则”，十五年
来，有十年以上在从事深度报道。
雅安地震、汶川地震、开县井喷、松
花江水污染、2008年奥运、每年的
全国两会……无论是大小灾难，还
是重大国事，我基本都在现场。

见多了灾难，看多了人心，反
而觉得该坚守的东西丢不得，比
如新闻业精神，人的精神，而那些
能丢的也许本来就不值得坚守。
即使真的步入一个人与人之间全
靠网络联系的时代，我们仍然需

要这些精神和感情，还有那些可
以承载、寄托这些感情的具体事
物。这是我们内心的需要，就像两
个恋人，男耕女织时他们要交流，
有了电话他们要交流，有了微信
他们同样也要交流，变的是载体，
不变的是爱情。

迎来晚报一万期，对这份报纸
充满了深深的祝福，看到这份报纸
在变，不仅在大力发展新媒体，而
且在精心和慎重地让读者成为用
户，成为我们的核心。只要有心，用
心，精心，技术早就不是拦路虎。

等着，再过一万期，我们还聊。

共共同同经经历历喜喜悦悦，，也也曾曾徘徘徊徊彷彷徨徨
晚报万期报道找我约稿时，我

先是一愣，然后无比自豪，在一万期
节点，头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她的一
呼一吸。我进入晚报济宁记者站已
11个年头，而晚报还是貌美如花。

2005年1月，即便再过几十年，
这个时间仍然会清晰地从脑海里
蹦出来。作为晚报济宁记者站首批
招聘的13名员工之一，我加入了晚
报大家庭。

秉持着“让一座城市认识一份
报纸，让一份报纸亲近这座城市”
的初衷，我们从“扫街”开始。一大
早出门，带着相机，上街找线索，挖

新闻。天气热了起来，晴天一身汗，
雨天一身泥，现在回头想，那时挺
辛苦，但当时都不觉得，编辑部的
十多个年轻的男男女女，没有家庭
的牵绊，很多时候都是等到稿子编
完版出来都深夜了才离开，然后再
去练地摊，直到凌晨2点。我们开玩
笑说，这个时候还在吃饭的，正经
的就剩我们这种卖艺的了。

2007年10月，去兰州采访救助
落水群众而牺牲的英雄战士赵连
臣。那是我第一次出省采访，也是
我第一次坐飞机。

2010年6月，采访邹城特大盗

挖古墓团伙，我第一次进看守所内
部监室与嫌疑人对话5个小时。

2011年12月，江苏丰县校车事
故，驻站记者第一次参与省外全国
性事件的报道，我第一次获得全国
都市晚报类新闻奖二等奖。

人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遇到
很多个第一次，我没有去细细统
计，但我知道，我的很多个第一次
都与晚报有关。我们共同经历过喜
悦，也拥抱过忧伤；共同砥砺前行，
也徘徊彷徨；我们共同成长，骄傲
地看着今天的影响力；也抬头仰
望，去勇敢追逐明天的梦想。

张刚，本报张刚工作室主任、省人大代表
2000年入职，代表作：专栏《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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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入职，代表作：《一个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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