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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市场星报（原安徽市场报）创刊

15周年，我正式入职；转眼间又一个15年过

去，报社迎来30周岁生日。这些年，报社员

工偶有流动，“外逃人员”曾拉我入伙，但现

在我依然在星报，因为我舍不得这个大家

庭，是星报让我在合肥安了家、是星报让曾

经只身来到合肥的我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

记得刚进报社时，总编让我到当时的新

闻热线部找杨智主任报到。到热线部找到

杨主任，自报家门，杨智直接给了我一个电

话号码：“正好有个事情，你去采访一下，回

来写个稿子。”我当时就懵了：“怎么啥流程

也没有，要采访什么呢？到哪去采访、怎么

去？合肥我不熟啊，我才来的好不好！”但是

没办法，我先打电话，问清路线，然后找在合

肥媒体工作的老同学帮忙，耗时个把小时才

从位于红星路的报社赶到了亳州路。

不过那时胆子还是挺大的，来到现场一

看，好多农民工堵在工地门口，原来是年底

了讨要工资。找到当事人问明缘由，又联系

开发商……采访完毕，回来手写一篇1000

多字的稿件，再次找杨智。结果他没看，“你

去找编辑张立生，稿子给他看看能不能用？”

张立生看完后：“第一次稿子写这样，还不

错，但不能用。”说真的，很委屈，因为编辑老

师当时没告诉我不能用的原因，我以为没人

在乎我的感受。

后来慢慢熟悉了，也有了自己的业务范

围——跑突发新闻。那时候年轻，精力旺

盛，啥都敢写。记得有一次，接到爆料，有人

跳楼，立即赶赴现场。省城各家媒体记者都

在。从上午一直耗到晚上，人员被民警安全

带走。第二天，本报一个整版刊登了我采写

的稿件。在家拿着报纸正开心，时任总编陈

宝红电话来了：“上午别来报社了，直接到安

徽出版集团等我。”一听，坏了，哪里写错了

吗？连忙找其他家报纸，未见一字。“咋回

事，大家都去了啊？”带着疑问，到了集团门

口，一看，社长也在，心中忐忑，低着头跟在后

面走进总裁办公室。原来我的报道引起当时

市里有关领导的关注，责成相关方面解决问

题。作为媒体来说，能够及时传递新闻，且

能够产生效应，其实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后来报社前前后后来了不少新记者，我

也跟着换了很多次的“口子”，跑交警、跑法

院、跑检察院……应该说，做记者那些年，很

辛苦，乃至内心出现过消极情绪，觉得领导

不待见我。后来转岗当了编辑，面对领导的

机会多了（每天晚上总编辑要签发版面），慢

慢感觉领导对我挺好，时不时编辑的版面还

被当面表扬一下，不由沾沾自喜。

编辑是个细致的活，容不得半点马虎。

当编辑这么多年，记忆犹新的是犯过两次大

错误：一整篇宣传宿州的稿件标题出现了

淮北；省出版局领导的名字全文都正确，图

片说明改了姓氏。检讨、处罚、待岗，不过

由此也让我真正成长起来，用心编好每一

个版面、认真校对每一篇文章。几年编辑

生涯，收获了四个安徽新闻奖一等奖，二三

等奖若干；获评星级编辑，多次被评为年度

先进个人……

总之，在报社的15年，我有过迷茫，也

有过委屈与烦恼；但报社给予我更多的，是

成长、是收获、是感动。再过个15年，你问

我在哪上班？我也许依然会告诉你：“我在

星报。”

三十年风雨日夜兼程，三十年追梦不忘初心。四季流转，我

的新闻理想在这里启航；夜以继日，披荆斩棘，用创意点亮未来。

三十载春秋，激荡如昨，流光溢彩。三十年前，用报纸人的

热血书写时代之歌；三十年后，融媒体全方位发展，不变的是创

新精神。

回首昨天，若您是根，我们是叶，被根基滋养，成长，直至撑

起一片天；若您是光，我们心中皆存，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找寻

得到前进的方向。

三十年间，我们始终会亲切地唤一句“报社”，但其实您早已

从一份报纸发展壮大成有杂志、有网站、有客户端、有两微、有各

大平台号的融媒体。

三十年间，面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面对时代大浪的淘沙

过程，您经受住了磨炼与考验，没有被冲垮，在大风大浪中，百炼

成钢。

三十年间，不变的依然是抢一手独家好新闻，但您加注了更

多表现形式，有更多创新。

三十年间，转型之路上的步伐未曾停止，找项目、谈合作，为

每一位合作伙伴，提供解决方案。大型展会、活动承接，在江淮

大地上尽情绽放。

三十年间，经您的教诲，为新闻界广告界甚至跨界培养了无

数栋梁之材。或许饱尝初创的艰辛，或许体会了转型路上的阵

痛，但我们还是学会了撸起袖子加油干，学会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我们不会忘却曾走过的艰辛岁月，同时也在为您今日的

发展和成就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三十年间，满足读者的需求，始终是您奋斗的目标，改变的

是阅读方式，不变的是追求真理的信念。让每一位读者能在这

里找到自己喜欢看的，让读者能在不同渠道互动，为读者筑起一

座精神家园。

三十年间，所有人的青春，打马而过，留下明亮梦想。所有

人的年华，转瞬即逝，留下被光阴洗涤的坚毅信念。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请允许我，用最虔

诚的心去聆听，聆听您过去三十年的风雨；请允许我，用最真诚

的心去祝福，祝福您未来再扬帆更锦绣！

连雨不知春去，一

晴方觉夏深。

今年是《市场星报》

（原《安徽市场报》）创刊

30周年，转眼间，我已在

报社工作23个春秋。

1999年，恰逢报纸改版都市报，当年的都市报

如日中天，犹如今日的网络媒体。信息快捷、内容丰

富、市场买账、创收强劲，所以全国各地都市报、早报、晚

报如雨后春笋一般。彼时，我刚大学新闻系毕业，加之

大学实习就在报社，领导对我知根知底，报社又正值大

干快上、招兵买马之际，顺理成章地就直接进报社工作

了。进报社首先做的记者，那时不像现在资讯发达，做

记者主要靠跑，所谓“新闻出在脚底板”，白天在外跑新

闻，晚上回社里“爬格子”，当时报社还没普及电脑，仅

有的几台电脑也是放在领导办公桌上做做样子。

当年都市报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快”，所以特

别强调内容的鲜活。于是，刚做记者时间不长，大约

在2000年，报纸专门开了一个专栏，叫“昨夜今晨”，

刊载夜里到凌晨发生的鲜活新闻，由我和另一位也是

刚毕业走上记者岗位不久的同事负责，每天晚上编辑

部版面为我们的专栏“开着天窗”、等稿下锅，真是“压

力山大”。于是，每当夜幕降临，我们骑个自行车满大

街到处瞎转，记得去的最多的几个地方是：急诊室、

110、120、119等，还有就是KTV等娱乐场所门口，凡

是有“事故”的地方往往有故事，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我

们常“游荡”的地方。当时合肥偷自行车的小偷不少，

有一个月，连着丢了好几辆，对于工资不高的我差点

“破产”了，好在当年双岗旧车市场自行车便宜，一辆

半新自行车几十块钱，运气好的话，你还能找到丢失

不久的自行车，会与老板交涉，讲几句“狠话”，甚至能

把自行车免费搞回来，可惜我一向胆小怕事，从来没免

费弄回来。专栏倒是搞了几年，后面故事越来越少，到

最后实在“江郎才尽”，“昨夜今晨”专栏最终不了了之、

寿终正寝了。现在想想，让两个“生瓜蛋子”负责一个

全新的专栏，而且时效性这么强，总编胆子也够大。

专栏不做了，“昨夜今晨”的故事还在继续。随后

不久，我转岗夜班编辑，开始着另一种“白天不懂夜的

黑”“黑白颠倒”的生活。当时都市报为了追求时效，

基本上到夜里12点才截稿，等稿到凌晨一两点、甚至

三四点也是家常便饭。2000年元旦“世纪宝宝”被热

炒，作为都市报，当然不会错过这么热的题材。于是，

跨年夜，一帮记者守候在合肥各大医院产房门口，新

年钟声敲响之后，报社编辑部比产房还热闹，大家开

始写稿、录入（那时还是手写稿后，由专门打字人员录

入，为了抢时间，通常写一页打一页）、编辑、排版、校

对、审核到最后付印，等报纸忙好了，天已经大亮。

时间来到2008年，那一年老天很奇怪，南方连续

大雪，交通几乎瘫痪，很多地方去了都不知道还能不能

按期返程。记得当时报社领导去广州出差，差点没办

法回合肥。省里面当时为保障国道、省道畅通，出台了

省领导包保制，一人或几人负责一条路，类似今天的河

长制。要求报纸每天及时登载雪情、抗击冰雪、道路畅

通情况，而这些信息都是每天凌晨以后汇总传真到报

社的，于是编辑部时常晚上忙完了其他版面，就等着雪

情汇总稿件到来，这其中时常一两个小时没啥事，刚开

始大家还聊聊天、上上网，不知什么时候就斗起了地主

（那时流行斗地主），刚开始晚上斗地主，还留一个“老

实人”守传真，后来斗地主诱惑实在大，没人愿意看传

真，都窝在一起斗地主了，留下老总编一人守着传真，

老总有时也还到斗地主现场溜达一圈，甚至点评一

二。稿子一到，一声招呼，大家放下扑克，赶紧干活。

而编辑通常忙好报纸都在凌晨三点之后，甚至天快亮

了。可忙完下班，工作人员回家也成了难题，没交通工

具啊，只好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后来报社在

距办公地址不远的宾馆开了两间房，不回家的同志可

以去休息一下，但大部分同事还是宁愿回家的，哪怕靠

走，也正印证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

“昨夜今晨”的故事，还有一件值得说说的就是体

育特刊了。那些年，只要逢世界杯、欧洲杯、奥运会，

出版号外、特刊是都市报的“标准动作”，那时看赛事

直播不那么方便，体育号外特刊一般不随主报发行，

二次印刷二次投递，时效性强、深受欢迎。当年，作为

体育迷的我自然是特刊团队的一员，从2000年欧洲

杯开始，每两年一次，欧洲杯、世界杯、奥运会轮流转，

一直到2016年，那以后，看直播方便了，看特刊的人

自然减少，特刊也就没市场了。这其中，有一个小“镜

头”至今记忆深刻。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年中国男

足首次进军世界杯，热度空前，为此，各家都在如何做

好特刊上挖空心思、各出高招。报社当年特意策划请

央视当红解说黄健翔每天为报纸写一篇评论。因为

黄健翔时常解说完一场比赛已是深夜，还得赶往下一

场解说比赛的城市，所以经常是在转场的车里口述，

由报社人员记录下来。每天忙完特刊，已是早晨，下

班吃过早餐直接回家睡觉。

今日回首，宛如昨日。也正是那时练就的“基本

功”，才成就了今天的我，有了今后不畏艰险、不惧未

来的底气和胆气。

感恩报社，感恩生活！（作者现为市场星报社总

编辑）

“昨夜今晨”故事多
■ 沈学辉

我在星报这些年我在星报这些年
■ 宋才华

新征程新出发新征程新出发
■ 董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