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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纸 75 年的
风华里，闪动着一代代

报人的芳华；一张报纸
75 年的风雨兼程里，珍
藏着一代代报人的勇往
直前；一张报纸 75年的与
时代同行，跳跃着一代代
报人的劲笔书风云。

今天，我们站在《宁夏
日报》的历史时光里，看见了
他们——老记者、老编辑、
老校对、老发行员、老印刷
工人、老通讯员、老朋友
等，他们曾经在这里挥洒
智慧和汗水，他们曾经在
这里用笔尖与镜头记录时
代，他们曾经在这里砥砺前
行、不负韶华……与梦想同
行，为时代而歌，他们把自
己的芳华深深嵌进这张报
纸的风华里，把自己的勇
往直前深深嵌进这张报纸
的风雨兼程里，把自己的
劲笔疾书 深 深 嵌 进 这 张
报纸的与时代同行里。

今天，正值第25个记者
节，我们站在《宁夏日报》
的历史时光里，看见了他
们，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
们与《宁夏日报》的故事，
踔厉奋发再 启 程 ，书 写
建设美丽新宁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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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杨兆海，高级记者。曾任宁夏日报社

总编辑、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自治
区政协常委兼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宁
夏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他的故事
初中毕业，杨兆海进入煤矿工作，因

为热爱写作、报纸上常见“豆腐块”，他
被选为宣传干事；在煤矿宣传岗位，因

为向报纸、广播投稿量大、稿件质量高，他成为小有名气的
通讯员，采写的稿件频频登上省级党报头版头条，引起报社
领导的注意。

一纸调令，在煤矿“采掘”新闻的小伙子进入宁夏日报社，
正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杨兆海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生跨
越，但他并未自满，不断钻研新闻业务、踏遍宁夏山川，脚下
沾满泥土，心中充盈热爱。在精进业务的同时，自学汉语言
文学专业课程，并获得专科学历。

边学边干，再干再学，从编采岗干到管理岗，直至宁夏日报
社总编辑。从一名煤矿工人成长为省级党报总编辑，回首
32年的新闻路，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一次次实现突破？杨兆
海将缘由归结于热爱。杨兆海求贤若渴，到各知名高校招聘
人才，从五湖四海汇入宁报的年轻人如今已成长为报社的中坚
力量。

他对我们说
人生无惧岁月长，唯有热爱抵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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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武立真，高级编辑。她当过工人，做

过宣传兵。退役后被分配至宁夏人民
广播电台，后又调入宁夏日报社工作，
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

她的故事
“1992年，宁夏日报要创办《西部周

末》周刊，我也因此来到宁夏日报社。”武
立真回忆，那时她负责《生活舞台》版面。

武立真擅长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发现和挖掘新闻，采写的版
面一经推出，反响很好。长篇通讯《迎接生命的人》的线索
便是来源于她和同学的闲聊。稿件刊发后，从上海来宁夏
扎根数十年,成为宁夏卫生医疗史上拓荒者的陈士杰从此广
为人知。

不论是《披肝沥胆荐轩辕》的何凤祖、《最是高原厚土
情》的陈峰涛，还是《红烛尽燃照人寰》的景崇灿、《心路光明
耀九州》的盲人王结……武立真的一篇篇报道，让读者从字
里行间发现这些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

“作为记者，不仅要作为‘百灵鸟’歌颂真善美，更要成
为‘啄木鸟’做好舆论监督。”她的报道，让外来务工农民获得赔
偿，让流浪群体得到相关部门关注，甚至一些部门负责人因
懒政而被追责……

她对我们说
新闻是跑出来的，不要想着走捷径。这是一份非常光荣的

事业，要始终记住这份责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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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徐东魁，高级编辑。先后担任《小龙人报》

负责人、《税务周刊》和总编室副主任、宁夏新
闻网副总编辑等。

他的故事
1985年，宁夏日报社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 10名编辑记者。带着对《宁夏日报》的向
往，当时在银川市银河仪表厂工作的徐东魁通过
报考进了报社，一年多后调入总编室。

“三进总编室”的徐东魁上了22年夜班。
1992年，《宁夏日报》创办周末版，徐东魁被调入西部周末编

辑部。1996年，徐东魁离开“夜猫子”岗位，先后到《小龙人报》
《税务周刊》任职。2000年，徐东魁竞聘为总编室副主任。恰
逢《宁夏日报》改革，版面改革是重中之重。“我跟同事们讨论、
碰撞，力求在版面上蹚一条具有宁夏日报独有风格的路子。”徐
东魁说。

2013年起，徐东魁先后到自治区信访局
挂职，在宁夏新闻网担任副总编辑，在新
闻研究部运营公众号……直到 2019年，

“三进总编室”成为审读。“和同事们
字斟句酌，一起为起个好标题而
高兴，我感到特别快乐。”

他对我们说
板凳坐得十年冷。我用上万

块版面践行了这“七字诺言”。

人物档案
董英战，1970年参加工作，1985年任

宁夏日报社总编室校对科科长。2003年被
中国记协授予“全国十佳校对”称号。退休后
参与编纂出版《西部拓荒》等十余部书籍。

他的故事
董英战退休已 11年，但仍保持着每天

给《宁夏日报》找错的习惯。
“现在报纸出错率很低，工作环境及校

对设备也都比我那个时候先进多啦。”
28年间，董英战始终坚守在校对岗位。每晚 8时是

到岗时间，但董英战总是提前半小时坐在校对室：“人
等稿子可以，稿子等人那可不行。”

20世纪 80年代，稿件上附有发稿单，记者、编辑、
签发主任、校对各个校次都有签名。面对这样的“大花脸”

稿件，校对是最后一个关卡，纠错的责任也更为重大。
“记者采写的稿件涉及各个领域，校对员只有不断

学习才能提高校对水平，不至于在问题和差错
面前视而不见。”董英战说，从记者的稿件
进入编辑流程，到版面签付，离不开每一位
校对员的默默付出。“我们就像螺丝钉，拧
到哪个地方就干好哪份工作。”

他对我们说
希望年轻记者、编辑、校对，干一行爱一

行，用初心书写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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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吴保林，1983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宁

夏日报社印刷厂。先后获“宁夏日报社
先进工作者”“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
司‘工匠精神’”等数十项荣誉。

他的故事
吴保林的父亲吴兆年曾是宁夏日报

创刊初期的一名印刷工人。印刷厂的机
器轰鸣声是吴保林童年最熟悉的声音。

在父亲的影响下，吴保林从小就对印刷工作充满兴趣。1983年，
他进入宁夏日报社印刷厂，正式开启印刷生涯。

“刚进厂那会，印刷技术还很落后，全靠手工操作。每天
下午就要将铅字一个个从字盘中拣出、排版，然后用油墨滚
筒一遍遍地涂抹，最后将纸张放入印刷机，用力摇动手柄，把
一张张报纸印制出来。”吴保林回忆。

“父亲常说‘印刷不只是技术活，更是良心活。报纸是传递
信息的使者，每一个字、每一张图片都关系信息的准确
传递’。30多年间父亲坚守在印刷机旁，我也受他影响，对这
份工作保持着崇敬之情。”吴保林在印刷岗位工作已有41个年
头，见证了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再到数字印刷的变迁。

“印好每一份报纸是职责所在，也是为每一位读者负
责。做一辈子党报印刷工人，我骄傲！”即将退休的吴保林说。

他对我们说
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印刷行业中，赓续报人精神、

传承奋进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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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王兰花，现任吴忠市利通区金星

镇 王 兰 花 热 心 小 组 党 支 部 书 记 、王
兰花热心小组慈善协会会长。把解
决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作为毕生事业，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志愿
服务。

她的故事
在吴忠市，王兰花的名字可谓家喻

户晓。
2004年，从社区居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休的王兰花，本可

以安享晚年退休生活，但她却闲不下来。2005年，她联系 6
名离退休干部和爱心人士，成立吴忠市首个社区志愿者服
务小组——王兰花热心小组，并积极参与社区矛盾调解工

作，成为当地群众心中的“贴心人”和“活雷锋”。后来，媒体

发现了这朵绽放在民间的“兰花”，让王兰花从社区走向大

众视野。
《宁夏日报》深入挖掘她的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现王兰

花和她的热心小组所做的点滴。多年来，《宁夏日报》见证
了王兰花公益事业的发展壮大，王兰花也为《宁夏日报》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内容。如今，以她名字命名的“兰花
芬芳”志愿服务品牌，已成为利通区乃至宁夏一个响当当的
志愿服务品牌。

她对我们说
希望《宁夏日报》一直为大家带来温暖和力量，能影响

更多人，让社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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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沈建设，先后在原银川郊区广播站、

金凤区新闻中心等单位工作，多次被评为
宁夏日报优秀通讯员。

他的故事
1982年，沈建设高中毕业，进入原银

川郊区广播站工作。1985年进入电大学
习新闻专业，1988年到宁夏日报社实习。

“我当时找到宁夏日报驻吴忠记者
站站长樊学宏老师，他给我介绍了一下吴忠站的情况，第二天
就安排我跟张大文老师去盐池县驻站实习。”最让沈建设印象
深刻的是“两难”：一是出行难，到盐池乡下采访骑的是宣传部
调配的“电驴子”，道路崎岖，大风扬沙，一天下来灰头土脸，浑
身被颠得要散了架；二是查资料难，准备工作往往要投入不少
时间精力。

“大文老师对我的指导特别细致，一旦发现问题，就会掰开
揉碎了给我讲。”沈建设说，当时张大文老师还经常接待通讯员，
帮他们改稿子。“能成为宁夏日报通讯员，大家感到特别光荣。”
沈建设说，这次实习经历让他近距离感受到宁夏日报记者认真
踏实的工作作风。

实习结束回到工作岗位，沈建设坚持向宁夏日报投稿，并组
织各媒体记者在金凤区开展采访，推出了《坐火车上班的村支
书》等重磅报道。明年，沈建设将迎来退休生活。他说，人离情
不离，他会永远珍惜与宁夏日报结下的深厚情谊。

他对我们说
期待年轻记者紧跟时代步伐，写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的鲜

活报道。

人物档案
马慧娟，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玉池

村村民。10年间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摁坏
13部手机。如今已正式出版7部作品。

她的故事
“横着竖着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像

编织起来的网，我像一只粘连在网上的鱼，
无力挣脱也不想挣脱。这张网把我指引到
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充满着光明和希望。”

这是马慧娟《出路》中的一段文字。
2006年，马慧娟的表哥带回一沓报纸，这是马慧娟与《宁

夏日报》的初见。而与《宁夏日报》真正结缘是一次偶然采访。
2014年，《宁夏日报》忠实读者祁国平与马慧娟在QQ相识，

并把她的作品推荐在《黄河文学》上发表。同年12月，宁夏日报
记者鲁延宏与祁国平交谈中了解到马慧娟的故事。2015年1月，
鲁延宏与祁国平前往红寺堡采访了马慧娟。

“很感谢鲁老师，他非常平和耐心。虽然我讲得磕磕巴
巴，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马慧娟回
忆第一次接受采访的经历。

马慧娟感慨地说，“《宁夏日报》对于我来说像一个启蒙
者，让我见识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马慧娟把家乡的蜕变
写进书里，把脱贫的故事带上全国两会。多年来，《宁夏日
报》记录着她前行的脚步。老朋友与《宁夏日报》的故事也
将一直延续……

她对我们说
《宁夏日报》见证着国家的蓬勃发展，记录着宁夏的成长

故事，祝愿《宁夏日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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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高忠明，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发行

员。2008年入职以来，无论严寒酷暑，
高忠明始终坚持将一份份报纸准时送
达读者手中。

他的故事
11月 4日凌晨 5时，天色未亮。高

忠明骑着电动车驶向银川市金凤区报
纸发行站，把当日带着墨香的报纸从车

上卸下来。飞速清点分拣过后，再骑上送报用的三轮车开始
投递。

十六年如一日，高忠明每天都这样开启一天的生活。
“从金凤区发行站到正源北街这一片都是我负责。”穿梭在

熟悉的大街小巷，高忠明话语中充满自豪。三轮车里一摞摞
报纸被码得整整齐齐，送报车驶进小区，不时有居民和高
忠明打招呼。如今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依
旧有不少老读者保留着看报的习惯。“这些年来，即使有
个头疼脑热，都没请过一天假，因为我知道有人在等我送
报纸。”

发行工作看似简单重复，做好却并不是件容易事。刚工
作那几年，因为投递点分散，高忠明常常急得满头大汗。“有
时候送晚了，就有人打电话来问。”因为常年骑车迎风，膝盖和
肩胛骨的疼痛，让他即使是在夏季也不能身穿单薄衣物，但他
无怨无悔。

他对我们说
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会继续干下去，把每天的

《宁夏日报》第一时间送达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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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王庆同，祖籍浙江。1958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宁夏日报社工
商部编辑、记者。1966年至1983年在盐池
劳动、工作，后任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

他的故事
1958年 8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王

庆同来到宁夏日报社工商部工作。“《宁夏
日报》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起点，也为我

后来的教学积累了新闻实践经验，是我锻炼和工作的摇篮。”
王庆同回忆，那时下乡次数很多，“那时的敞篷卡车，乘客坐
在自己的包上，靠两边车帮坐两排，车厢中间再背靠背坐两
排。我到隆德时坐在卡车尾部，被‘黄龙’（车轮扬起的浮土）
弄得灰头土脑，下车时只有两只眼睛没有土，鼻涕眼泪混合
成土蛋蛋挂在鼻孔下面。”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十几次往返固原各县，撰写了《钳工
沙治华以支援农业为己任》《蒿店见闻》《南河滩头》等引起社
会反响的新闻作品。

“沉浸式的采访需要生动细节，我们要与被采访者打成
一片，才能捕捉鲜活事例。”1962年 8月，王庆同随海原农具
厂修配小组下乡，工人师傅修农具时，王庆同递工具配件，顺
便采访农民、生产队队长，最终写成稿件《更好地支援农业——
随修配工人下乡的日记》，在《宁夏日报》二版连载两天，引起
巨大反响。

他对我们说
新闻采访需要系统深入式、沉浸式采访，走近群众、贴近群

众，才能获取生动的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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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芳华深深嵌进你的风华
——我和《宁夏日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