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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与众不同的幸运

研读党刊  传承红色基因

1982年8月我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

云南省农委工作，这和我一直想写剧本的愿望大相径

庭。一年后，因机构改革，我被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

作，成为《调研内参》的编辑。1995年4月，我从省委

宣传部文艺处来到《云岭先锋》杂志社工作。42岁的我

成为一名媒体人——省委党刊的编辑和记者。

从业余写手到职业采编人员，我抱着对新闻采

访、电视文学写作的热爱，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放开手

投入采编工作中。十几年间，我行走于云岭大地做调

研，与山野、密林、江河、村寨、质朴民众的亲密接

触，让我的心灵与情感时常与之共鸣。我所见所闻所思

所想所行所结识朋友的故事，从笔下抑制不住地流淌，

变成一篇篇文字陆续出现在国内多家媒体上。

回忆往昔，在党刊工作的很多故事浸透着酸甜苦

辣，有的难以忘怀。

1996年1月，我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采访

途中恰遇毒品侦破案，并很快撰写了3800字的通讯稿。

由于对毒品犯罪案件的报道有严格审稿规定，一连4个

工作日，我都在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处对接审稿事宜，最

终该稿件通过审核并得以发表。正是这篇稿件，让我加

入禁毒宣传队伍中，撰写了诸多禁毒防艾报道，我也

因此成为全国禁毒防艾宣传先进个人。后来，我还为被

联合国禁毒署收藏的三集电视片《云南禁毒纵横录》撰

稿，认识了这条隐蔽战线上的诸多英雄。

2000年4月，我和摄影记者陈寿康深入到一线调查

采访昆明近郊愈演愈烈的乱葬墓地和活人坟情况。随后

我采写的题为《天国之路——关于殡葬改革的调查》的

新闻特写发表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据此进行了

跟踪采访。此后，省内多家媒体又予以关注报道，有效

制止了非法占地建坟的违法行为。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感恩遇上好时代，让自

己有很多收获，这也是我们党刊工作者与众不同的

幸运。

我与《云岭先锋》相识的时间并不长，却一见

如故。

2020年1月，因承担《云南红色青年史迹研究》课

题，我急需搜集云南革命先驱事迹资料。有位长期关注

《云岭先锋》的长者，提醒我查阅该刊，并拿给我两册

他收集的《云岭先锋》杂志。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后，看

到其中一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

人王德三留下的《狱中遗书》，我一下子就被那用生命

写就的、感人至深的文字所打动。此后，我便开始关

注党刊，每月定期登上“云岭先锋网”，阅读《云岭先

锋》电子杂志。

阅读“先锋档案”“先锋人物”栏目时，我读到

工运先锋李鑫深入个旧山区动员矿工参加革命的故事，

云南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国柱的言志诗作，还读到农民

院士朱有勇，“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以及在脱贫

攻坚、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英雄群体的故事……透过一件

件原始档案、一群群杰出人物，让我认识了不同历史时

期同样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奉献的榜样。

2021年1月，我以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工第

三支部党员身份报名参加“云岭先锋学习行动·我们读

书吧”线上诵读活动，诵读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时，

我再次被革命先驱深沉的爱国情怀所感染。这次诵读活

动社会反响很好，让我有机会走进更多优秀青年的内心

世界，用“诵读”这种方式传承革命精神。

2022年1月，我撰写的《认清“好好先生”的实质

与危害》一文有幸刊登在《云岭先锋》杂志“先锋讲

坛”栏目上，让我有机会跟读者朋友用文字来交流

思想。

3年间，我从读者变为诵读者、作者，以不同的方

式，感悟革命先辈用生命谱写的“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我将用实际行动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走好新时代新征程贡献

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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