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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党刊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与党刊的情缘

1999年9月，我高考落榜后到一所乡村小学当代课

老师。这是一所只有一至四年级的乡村小学，学校不通

公路、没有电视。每天完成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后，我

会到学校隔壁的村公所（现村委会）转转。每隔几天会

有人给村公所送来报刊信件，我对其中的《支部生活》

杂志情有独钟。这本杂志内容丰富，报道了许多基层感

人的故事。其中，先进人物故事是激励我边代课边备战

来年高考的强大精神动力。

2000年9月，我如愿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开所

就职的乡村小学，也暂别了《支部生活》。参加工作

后，我在单位的办公室又见到了它。每次到乡镇村组

采访，我都会留意有没有《支部生活》。这个时候我重

点从中学习如何组织运用素材、如何谋篇布局等写作技

巧，特别是农业农村方面的题材。《支部生活》政治站

位高，是有党性、接地气的好老师，对于我这样的州

（市）党报新兵来说，给予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的帮助，使我的业务水平提升很快。

2010年初的一天，我在独龙江乡巴坡村委会看到

《党的生活》，杂志虽然更名，但不变的是我对它一如

既往的牵挂。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我自愿申请到

独龙江乡大雪封山期蹲点采访半年。那时，独龙江乡只

有移动2G信号，广播电视和网络硬件还相对滞后，报

刊信件被皑皑白雪挡在山的那一边。翻看前一年的《党

的生活》等刊物和书籍，成为我汲取知识和对付寂寥

“封山”日子的最好办法。我还把从杂志上看来的故

事，与老县长高德荣分享，最后跟这位“不愿接受记者

采访的基层老干部”成了忘年之交。

2014年，我作为高德荣精神事迹报告团成员到全

省8个州（市）作报告时，得知《党的生活》已更名为

《云岭先锋》。2015年第1期《云岭先锋》刊登了由我

执笔的《“老县长”的新打算》一文，倍感荣幸。

2017年5月以来，我被抽调到怒江州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云岭先锋》更加关注。杂志开设的

“先锋策划”“脱贫攻坚”“先锋经验”等栏目，对

各地集体经济、扶贫车间等精准扶贫措施的深入宣传报

道，对我总结提炼怒江州脱贫亮点和经验带来很多启

发。杂志“先锋人物”栏目刊登的先进典型人物精神，

对鼓舞怒江州各族干部群众如期脱贫、全面奔小康凝聚

了力量。

2020年11月，我被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国

先进工作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岭先锋》等党报

党刊长期以来的精神滋养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向《云岭先锋》平台投稿是在3年前，是

我入职后的第二周。当时，参加了组织系统视频培

训后，办公室主任让我以一名组织新兵的角度写一

篇网评文章。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

什么是网评，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主任耐心地跟我讲

解，还点开云岭先锋网“先锋时评”栏目让我学习。

学习前辈们的文章后，我心里有了几分底气，

我 以 “ 我 的 开 学 第 一 课 ” 为 题 ， 写 了 一 篇 心 得 体

会，没想到被采用了，这成了我和《云岭先锋》结

缘的开始，这份情缘延续至今。这次上稿让我更有

了动力，坚持写作至今，我还成为《云岭先锋》杂

志社的一名通讯员。

3年来，我养成了3个习惯：一是每天点开云岭

先锋网，阅读“先锋时评”和“先锋经验”栏目；

二是每周写一篇网评文章，记录自己的随想随感；

三是每月等待《云岭先锋》杂志的到来。

《云岭先锋》杂志内容精辟，我认真阅读每一

期杂志，从开卷的评论员文章，细细地读到后面的

“先锋档案”栏目稿件。每当遇到好的文章或者好

词佳句，我都会认真摘抄到笔记本上，时不时拿出

来回味，不知不觉，我的摘抄本也用了3本。

感 谢 《 云 岭 先 锋 》 帮 助 我 叩 开 写 作 的 大 门 ，

让我爱上写作；感谢《云岭先锋》架起一座文字桥

梁，让我结识了五湖四海的笔友，以文会友、笔墨

言志、丹青传情。党刊人“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精一行”的爱岗敬业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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