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15百味2022年6月6日星期一 编辑/江亚萍 组版/胡燕舞 校对/陈文彪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得知安徽《市场星报》社举办“我与星报30年”

征文活动，我将一张“藏”了30年的《安徽市场报》

试刊号找了出来，再次细细品赏。

这张老报纸，除了纸张有些发黄，整体品相完

好，是《安徽市场报》试刊第2号，1992年4月10日

出版。报头五个字，红色竖排。报头下方标注的主

办单位是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统一刊号为

AHK—142。老报纸勾起了一段往事。1992年我

在淮北市委宣传部工作。那个时候，淮北市委宣传

部与《淮北日报》社在淮北市委大院的同一栋楼里

办公，宣传部在三楼，报社在四楼。有一天，我溜达

到《淮北日报》记者王明东的办公室，在他办公桌上

发现了这张《安徽市场报》试刊号。明东老师说，这

是报社刚寄来的样报。我拿过来一看，果然，头版

有他写的通讯《濉溪县口子酒厂的生命线》。仔细

阅读后，我连夸“写得好”，手却继续攥着报纸，不舍

得放下。明东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张报纸

你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惊喜“从天而降”！道谢

一番后，我就把这张报纸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后

来，又带回家妥善保存起来。一存就到现在。

民间报刊收藏者，只能有选择地收藏一些报刊

的“里程号”，也就是试刊号、创刊号、终刊号、停刊

号、复刊号、更名号。这其中，从收藏的难度系数

看，试刊号无疑是最高的。试刊号，顾名思义，就是

报刊社本着“试试看、探探路”的目的，试着出一期

或几期，不公开发行，主要用来征求业内人士、读者

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印量肯定很少。我搜寻《安徽

市场报》试刊第1号，“搜”了很多年，至今也没发现，

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藏品

的稀缺程度决定了藏品的珍贵价值。

有了试刊号，就想搞到创刊号。此乃收藏之

“惯性”。直到2002年，我迁居合肥的第二年，才从

一位同样痴迷报刊收藏的好友手中买到了《安徽市

场报》创刊号。这个创刊号他有两份，愿意转让一

份给我，如果只有一份的话，他肯定不会转让。我

觉得蛮幸运的，也对他心存感激。

1999年9月，《安徽市场报》转型为都市报，很

快在安徽都市类媒体中崭露头角。2005年11月，

创办了《证券大视野》半月刊。2010年5月，《安徽

市场报》改版更名，迎来华丽转身。2010年5月9

日《安徽市场报》出版最后一期，总期号为第4390

期。头版头条大标题是《5月10日<市场星报>出

生》，超粗黑字体，显得特别庄重。共有120版的

《市场星报》第一期，总期号标注为第4391期，以显

示报纸的连续性。头版设计颇具创意，引人注目。

头条大标题是《2010年5月10日，市场星报诞生/

拥抱一个星时代》，标题下面是图片新闻：今日凌

晨，市场星报“星宝宝”诞生。一张刚出生的小宝宝

图片，覆盖整版，宝宝迫不及待睁开眼睛想看看世

界。传递出的寓意是：新起点孕育新希望，新征程

承载新梦想！

事实表明，这些年来，《市场星报》一直不忘初

心，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把服务读者的真诚和激情

洒遍了江淮大地。今逢《市场星报》创刊30周年，

我衷心祝福《市场星报》永葆青春，再续辉煌！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是如何读报、读哪些报纸

呢？这肯定各不相同，反正我是这样的：早年上班的

时候，通常在办公大楼里读报，我在一家省级科研机

构供职，研究所有专门的阅览室，除了新闻类之外，还

会有一些与自身的业务有关的报纸，所以看新闻之

外，还能读到若干行情或技术动态。一旦退休，和大

多数人一样，基本上与纸质媒体拜拜了。然而我是个

读书人，自然会自费订阅《中华读书报》这样一类报

刊，但它满足不了我的阅读欲望，只好让孩子从单位

带回两份旧报。所谓旧报，就是上班人读过的隔日之

报，在我，一是《环球时报》一是《市场星报》。就这样

我在《环球时报》里看世界，在《市场星报》里看生活。

《市场星报》说自己是“安徽人的生活指南”，她确

实做到了。以2019年9月28日的星报第一版为例：

一是应对供电紧张；二是垃圾分类；三是老旧小区绿

化改造；四是三国城路国庆期间放行。这四条，样样

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茫然不知，对一

个人的生活质量，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手机虽然告

诉我们一些热点事件，但那些热点，或太远，或事不关

己，不像《市场星报》那么贴身，那么贴心。

读报是件细水长流的事，读某种报纸，一开始好

像没什么感觉，这不打紧，只消三年五年下来，感觉自

然就会有，要形象，呼之欲出；要味道，召之即来。具

体到《市场星报》，二三十年了，一直在翻看，成了无意

识，成了习惯，看着看着，只觉得遍地都是市场，而在

这市场里，还有一颗星星在闪耀。

跟《市场星报》的情缘，市场信息之外，还有文

字。得闲的时候，写点短文，是我的终身爱好，会给一

些报刊发过去，有本省的，有外地的，也有海外的，这

其中包括《市场星报》，发出去的文章，刊发了自然高

兴，不用，也没什么可惜的，总得有颗平常心才是。《市

场星报》的副刊名曰“百味”，很平实，很家常。如果拿

合肥人常饮的茶叶来比喻，就好像泡上一杯霍山黄芽

一般，色若绿水，香远益清，入口温润，浅则清心明目，

深则祛烦涤虑，喝茶之事，说没用，真是没用，说享受，

也是享受。无论如何，我既然要当这个栏目的作者，

必先当个好读者。尽管到我身边的是隔日之报，然而

星报一来，我照例先浏览第一版，翻转过来，便是16

版，粗览、细看，随意切换。天长日久，我见“百味”如

见友，“百味”见我也一定开心吧，这叫相看两不厌。

世上的报刊千千万，光是看，大约看不出这种情愫的，

只有既当读者，又当作者，才会产生这份特殊的情感

吧，就像我与《市场星报》这样的悠远绵长，淡然之中

的浓，浓厚之中的淡，平实，家常。

星报有灵魂和眼睛星报有灵魂和眼睛
■ 虞海宁

遍地市场遍地市场，，一颗星一颗星
■ 程耀恺

珍藏了珍藏了3030年的试刊号年的试刊号
■ 冯长福

2010年初，安徽出版集团党委决定，由我分管安徽

市场报社并兼任社长。正是这一年，《安徽市场报》迎来

更名改版，凤凰涅槃，华丽转身，成为今天的《市场星

报》。也正是这一年，我走进星报大家庭，开启与星报十

多年的不解之缘。

说起改版，“星眼时评”专栏让人印象深刻。开辟这个

专栏是星报创刊18年来第一次，也是星报“办最有价值的都

市报”定位与影响的重要一环。

我和社委会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认为，言论是报纸的灵魂，是体现一

张报纸的政治倾向、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的旗帜，直接表明报纸在重

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星报作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

应该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重要问题作出及时的、正确的回答，从而

引导人民群众辨别方向，判明是非，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奋

斗。著名新闻理论家梁衡曾经表示：“评论是报纸的宝塔尖。”言

论的思想价值高，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甚至能够直接起到引

导舆论的效果。

为了顺利开辟这个栏目，报社集思广益，多次讨论，从

栏目名称、版面安排、编辑人选都一一确定，但是内容稿

源却让大家犯了难。于是，我找到了我的老领导——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本立同志，请他帮

忙。在老领导的帮助下，报社为“时评”专

栏，召开了三场研讨会，先后邀请多位专

家为栏目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同时，省政府、省发改委、

省人事厅等许多厅

级同志踊跃为“时评”供稿。这些老干部多曾主政一方，他们从政府、民生、社会、

经济、政策等多点面撰写时评，视角独到，直抵心灵，深受星报读者的喜爱。“时

评”专栏，把不一样的星报带给了读者，也让都市报发出了主流声音，展现了

鲜明的态度、宽阔的视野、为民的情怀。周本立同志对我们的“时评”专栏给

予了高度肯定：内容立意高远，但却贴近基层，起到了正确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正确引导民众情绪的作用。“自从市场

星报开辟了言论版，就像报纸有了灵魂，有了眼睛。”

星报风雨30周年，不仅是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的30

年，也是见证改革发展和安徽变迁的30年。《市场星报》之所以能

够走到今天，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怀，离不开星报人的拼博和

广大读者的守护。从筚路蓝缕到春华秋实，回顾过往倍加感

慨，借此机会，我想对各位说一声感谢！

30年弹指一挥间。愿星报同仁以30年坚守、30

年奋斗为起点，赓续不变的报人情怀，不忘初心，

团结拼搏，创新发展，开启下一个30年的辉

煌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