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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敏锐的眼
力、深入的作风和精当的表现力。
选择了记者，就是选择了使命。有了使

命感，才会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坚韧不
拔，揭示出重大问题，并被时代所接受。这
样，记者短暂的生命才能得到最充分的燃
烧。
记者是一个有风险的事业，谁惧怕风

险，谁就难有大的作为，他就会如华君武漫
画讽刺的那样，“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当然，记者也要善于规避风险。
只要新闻事实还在持续，还在发展，记

者就应该跟踪调查，不能像黑熊掰玉米棒一
样，掰一个丢一个。记者永远是“追新
族”，其中一“新”，就是对新情况和新问
题的调查研究。
过去，要求“记者要吃透两头：一是上

头的精神，二是下头的情况。”我觉得，
“吃透”是很难做到的，但必须“了解”。
我认为，记者要了解三头，即上头、下头和
外头，这个外头就是外省、外国的相关情
况，这样记者才可能有开阔的眼界。
当记者要有积累，包括知识积累、材料

积累、思想积累、经验积累、感情积累。这
个积累就是记者的“内存”，内存大，到时
候，鼠标轻轻一点，要什么就来什么。诸多
积累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积累知识，新闻
背后的支撑力是知识，新闻作品是记者各种
知识的构成件。
工业有一个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记者也

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这个积累不是资本，
而是包括知识和思想在内的一切总和。谁完
成了这个积累，谁就有可能当一个优秀的记
者。而且这个积累没有终点。因此，记者永
远处于学习和积累状态。记得儿时唱过一首
《中国少先队队歌》，其中有两句歌词叫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对于记者来
说，也要“时刻准备着”，这个“准备”就
是平时的积累。因为你不知道领导什么时候
会交给你什么任务。机会只给有准备的头

脑。您想当一个优秀的
记者吗？请您在积累
上下功夫。
赵本山与范

伟、高秀敏 (已
去世 )演小品，
年 年 有 新 套
套，春节晚会
已 经 “ 6 年
冠”了。一个
重要原因是背
后有一个叫何庆
魁的作者给他们
搞创作，他创作成
功之道就是生活积
累。何庆魁说：“只
有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
才会像老母鸡一样，不缺
钙，才不下软壳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人做学

问之道。作家徐迟续了一句，叫“识万般
人”；我这个记者则续了一句，叫“想万民
之所想”。
当记者首要的不是如何去写作，而是如

何去思维。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是人有思维，

这种思维不仅可以感知事物的表象，而且可
以把表象作为思维的加工对象，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因此，思维使人类成为“地球之
王”。另一方面，思维这个东西又很容易成
定势，妨碍人类创新，而且有了思维定势(权
威定势、书本定势、经验定势)的人往往不自
觉。
真佛只讲家常话。人们总是喜欢生活化

的东西，把道理寓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能
使新闻写得情真意切，朴实自然。
一些反映难点、热点、焦点问题的稿

子，争论大，很难出来，但一旦出来了，影
响也就大。记者写的稿子，不可能每篇都能
引起震动、震撼，但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像

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激起一串串涟漪，应该
说可以做到的。
在中国，农民是弱者，作为一个人民的

新闻工作者，有责任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
益出发，反映农民的呼声。反映农民的呼
声，要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写作冲
动。
文生于情。只有情动于心，才能行不顾
身，也才能文感于人。

记者要有“言人所未言”
的识，还要有“言人所不敢
言”的胆。
在记者这个岗位
上，良知比采写技
巧更重要，作品可
以不完美，但自
己的良心不能受
煎熬。记者也是
人，忘我是很难
的。但记者是代
表大众利益的，
在社会上的假恶
丑面前，一定要
战胜自我，坚持正
义与良知。
当 记 者 要 有 韧

劲，有了韧劲才会千方
百计。
当记者要有“路见不平一

声吼”的正义感，又要冷静、理
智、求实。
记者也要学理论。恩格斯说：“一个民族

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思维。”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优秀的记
者，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科学的理论
是X射线，有穿透力，像望远镜和显微镜那
样，使人看问题入木三分。尤其是撰写深度
报道和新闻评论，必须具有理论思维。
我当记者的一副对联：
胸怀全局把握大势 睁大眼睛看世界

居高临下抓问题
博览群书融会古今 广交朋友跑情况

厚积薄发写新闻
横批：站在最高处 钻入最深层
北京晚报记者张沪访问美学家朱光潜，

谈到积累，朱说：“你们还记得米勒的那幅
《拾穗者》的画吗？……我就像那幅画中的
老妇，在落日的余晖中捡起我点滴的收
获。”在积累问题上，希望大家，包括我在
内，都来做一个拾穗的老妇，捡起我点滴的
收获。

《见证——— 艰辛的第一
步》，书名与内容非常贴切，
至少有两项大的见证：

第一个是见证
了“安徽农村第一
步改革的历史”。
如果说在当代安
徽农村的变革
史上，这段历史
占据了很重要
的地位，那么这
本书所记述的
正是这段历史潮
头上的浪花。是一
本浓缩了的、有血
有肉的、有人物、有
时间、有地点，说了什
么、做了什么、结局又是
什么的一部真实生动的电
视连续剧。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但这里面所
蕴含的思想、理论的启示和工作实践的经验，
是永远不会过时。理论之树长青，有益的经验
值得永远继承与发扬。比如，有两个大的理论
观点：一个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
唯物史观。首先是农民自发起来，创造了这个
改革的历史。现在的肥西山南小井庄，凤阳的
小岗村，都建了纪念馆，树了碑立了传，成为创
造当时历史的典型。还有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特别在唯书、唯上的年代，要坚
持这一条是很不容易的。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
争论，当时在农村，在基层，甚至在上层，每前
进一步都伴随着思想的交锋。从上世纪50年代
末、60年代初的责任田，就争论过有10大好
处，又摆出10大坏处。安徽农委于1961年10月
做过调查，全省选出26个县，试行责任田的36
个队平均亩产142公斤，增产19 . 45公斤；另选
36个没试行“责任田”的，亩产135公斤，只增
12%。后来有人写文章，形容当时的“责任田”，
其兴也勃焉、其灭也忽焉！如果当时能强调“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责任田”可能会
健康发展，此后的局面可能是另一番天地。到

了上世纪70年代万里来安
徽，对这个争论的表态

是：“过去的批判，有
的是对的，有的是
错的，让事实来证
明”。万里站在了
实践是检验真
理唯一标准这
一边。万里是
当时的省委书
记 ，省委分管
农业的王光宇，
地委书记中如
胡坦、徐士奇、王
郁昭，省里的周日

礼、吴昭仁等都站
在这一边。

新闻界突出的就是
汪言海，他能被誉为“安

徽新闻界为农村改革开放开
第一腔的人”，是实至名归的。别

的不论，能把这本书写出来，就足以证明他
的实践与功底。没有20本忠实而艰苦的记
录，无法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历经了春夏秋
冬，历经的炎日与风霜，这20本记录本，也
成了历史的见证。光有客观的记录，而没有
他所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也不可
能写出这本《见证》。所见所闻为实，所思
所悟为虚，虚是论述与上升。实践证明，作
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他的确是一位自觉
的参与者、忠实的记录者、致极的宣传者、
有力的推动者。从这些艰苦的实践过程来
看，反映出了他的可贵的品格与精神。集中
起来，至少有四个方面，那就是敬业精神、
担当精神、治学精神和工作精神；加上形容
词，应该是高尚的敬业精神、勇敢的担当精
神、严谨的治学精神、刻苦的工作精神。所
有这些精神，印证了作者是一位合格的优秀
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反映他的担当：就是勇
敢忠实地担当社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和使
命。他可能还有一个一般人没有的特质：他
是农民的儿子，他了解当时农民的苦难，了

解当时农业的危机。因此，我们作为社会工
作者，要力争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这应
该是我们这个研讨会的收获。

第二个大的见证者，就是作者在书中记述
的一批又一批，各级干部，理论工作者，新闻工
作者。如果说，安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是广大
农民的创造，还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呈、支持
分不开。一大批相关的各级干部、理论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有的是同情者、支持者，有的是思
改者、鼓动者，有的是记录者、宣传者，他们起
着很重要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各级干部，有的
则是在关键时候起到把握方向、最终决策的作
用。诚如作者在“人物篇”的题记中所说：“历史
是由人民创造的，但不能否认一些关键人物的
作用。”延伸来说，就如我们在座的这个群体中
的各方面代表性人物，应该说是人民群众中的
一分子。

还有具体工作实践上的经验，为通过内
参反映情况。作者在书中记述的“三地书
信”，把事情通报到更高一层的领导。在现
代通讯技术还不发达的上个世纪，领导同志
通过内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就
是很重视来自新闻单位的内参。内参当时是
不能公开见报，是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一个重
要途径。像安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对初期
发生没有相当的敏锐力是看不到的。“风起
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新华社的
两名记者，安徽日报的黎健图，都是汪言海
的支持者。通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内参，
是谓“通天之举”。作用有时比一篇一般的
公开报道作用还大。比如我所经历的上世纪
60年代，我在省委任秘书，遇到两大怪病：
一是血吸虫，二是出血热，最早都是内参反
映到省委。到了安徽日报，我也亲历了一些
发内参的故事：如邱正平反映五河农村卖
血；徐一化反映燕子河大坳缺粮，最后惊动
“省长冒雪访山民”。

这也是《安徽日报》这本大书中的一段
精彩篇章。我在前几天《安徽日报》70周年
纪念座谈会，代表老报人发言，在回顾安徽
日报的办报史时，我就讲了这一段的故事。
这一段我是这样表述的：“翻开这本大书，能
看到全省各个时期的新成就新亮点，能听到
全省各行各业前进的号角与呼声。其中，在
全省乃至全国都起到巨大舆论影响的是在上
世纪70年代末，安徽农村率先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安徽日报》为此刊发了几百篇
稿件，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件大创举，推动
了农村的第一步改革。‘要吃米找万里’，就
是当时的一句美谈”。听过发言，还引发了
郑书记的议论，称赞为厚重和亲切。因为发
言限时5分钟，不可能展开叙述。对这一段
报道做出的贡献，言海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精神与品格
王 鸿

我当记者的体会
汪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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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之前，汪言海同志曾在皖西日报社工作过，后调至安徽日报
社，他在安徽日报驻六安记者站工作的十多年间，采写报道了六安农村
包产到户的大量稿件，被新闻界誉为敢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人。
2022年6月22日，汪言海应邀带着他的力作《见证——— 艰辛的第一

步》(安徽大学出版社)回到了“娘家”，参加由皖西日报社、市老新闻工
作者协会主办的《见证——— 艰辛的第一步》出版座谈会。《见证——— 艰辛
的第一步》这部书稿是汪言海反复查阅当年留下的大量原始采访资料，
精心撰写的一部农村改革纪实，采用讲故事和新闻纪实的方法来写作，
记录了安徽省肥西县农村包产到户的起源与进程，见证了中国农村改
革艰辛的第一步。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该书内容视角独特，回忆文
章真实可读，感悟文字充满真情实感，对研究和宣传改革开放初期农村
改革具有一定价值。限于篇幅，本报经整理，推出专版，以飨读者。

汪言海是1972年从皖西日报社
调到安徽日报社去的，皖西日报社是
他的“娘家”，而且他到安徽日报社并
未离开六安，在安徽日报驻六安记者
站当记者十多年，采写了大批报道六
安的稿件，尤其是报道六安农村包产
到户，被新闻界泰斗欧远方誉为新闻
界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人，“开
第一腔很不容易，需要胆识。”这本书
就是他“开第一腔”的“见证”。这本书
记述的都是发生在六安这块红色土地
上的事，是在当时中共六安地委领导
下，干部和群众的工作、生产、生活的
故事。大家知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肥西县是归六安地区所辖。这本
书是六安新闻史上光辉的一页。所以
说，我们今天聚首在皖西日报社祝贺
汪老这本书的出版，研讨这本书，是
理所当然的，也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是汪言海同志44年前对
农村包产到户调查时耳闻、目睹、亲
历、心悟的集大成。是他于2002年离
开工作岗位16年之后，再提笔撰写
38年前的史料，谈何容易。但他善于
克服困难，其办法，他在本书“前言”
第七、八段作了交待。此外，还有一点
他没有说，就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
员，党的老新闻工作者所应有的历史
责任感和社会担当使然，一面“存史
资政”，一面使党的老一辈的新闻工
作者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的光荣传统得以赓续，激励年
轻记者努力增强“脚力、腿力、
脑力、笔力”，为党和人民奉
献更多的新闻作品。

汪老这本书写的是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
历史，是重大历史题材
的专著，引起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安徽
省委宣传部的高度关
切。安徽大学出版社在
社内“三审三校”的基
础上，于2018年将书稿
上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审读。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审读后又将该书稿呈报中
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
部于2018年11月28日，给省委党
史研究院发去《关于商请审读〈见
证——— 艰辛的第一步〉书稿的函》。该函全文
如下：
省委党史研究院：
近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告我部，在对安徽

大学出版社《见证——— 艰辛的第一步》书稿审读的
过程中，有专家认为该书属于党史国史纪实类作
品，内容符合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已达到正式出版
水平，但对其中万里和张劲夫的讲话纪录公开出
版与否，“需要再斟酌一下”。该局调阅书稿审读
后，认为其内容涉及万里、张劲夫等曾任党和国家
领导人有关工作情况和未公开发表的讲话记录，
涉及农村改革起步阶段一些重要事件、重大决策
的细节描写，涉及转载新华社内参绝密稿等问题，
是否真实，能否公开，难以确定，建议我部商贵单
位进行审查。
为稳妥把握图书出版政治导向，特商请贵单

位帮助审查书稿内容，特别是对《调查篇》中的《张
劲夫在宣城、芜湖、安庆等地的讲话摘录》《史料
篇》等内容进行审查，并请就该书是否适宜公开出
版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专此函达，请予支持为感。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
2018年11月28日

省委党史研究院于2019年3月11日提出了
《见证——— 艰辛的第一步》审读意见。全文如下：
该书作者汪言海同志是安徽日报社资深记

者，最早对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改革进行实地
调研，发表多篇调查报告，为党中央和安徽省委决
策提供依据，被誉为“新闻界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
的人”。作者以回忆录的方式介绍了当年5次进行
包产到户调查的详细经过，发表了自己作为安徽

农村改革亲历者、参与者、推动者的
深切感受。该书视角独特，从一个侧
面反映肥西县包产到户改革的风雨
历程，展示改革起步阶段的艰难曲
折，表现万里等领导人和一大批党
在农村的优秀基层工作者勇于担
当、改革创新的为民情怀和奉献精
神。
该书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史料

翔实，史实准确；所引用的资料均为
公开出版的图书和不涉密的档案文
献资料，很多是作者第一手采访资
料，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
该书经过我院专业人员的多次修改
和审核，对改革开放重大历史事件
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述客观公正，
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党中央关于庆祝中
国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口径精神。
不需要进行重大选题备案。不违反
出版管理规定。
同意公开出版。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
2019年3月11日

但是，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
局为稳妥起见，还是将该书稿报送
中宣部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作
重大选题备案。中宣部出版局函请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审核。中共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部于2021年

3月5日复函中宣部出版局，全文
如下：
中宣部出版局：
贵局送审的安徽大
学出版社《见证——— 艰
辛的第一步》书稿及
函 (中宣局室发函
〔2020〕46695号 )收
悉。我院有关部门组
织专家审核后认为，
书稿政治导向正确，
重大史实准确，提出
一些修改意见，附后。
修改后同意出版。
特此函复。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第七研究部
2021年3月5日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在
《修改意见》中指出：“书稿思想观点正确、基本史
实准确，引用和阐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妥当。
全书回顾安徽农村改革调查，对研究和宣传改革
开放初期农村改革具有一定的价值。”

国家新闻出版署也于2021年6月28日发出
《关于同意安排〈见证——— 艰辛的第一步〉选题的
批复》。全文如下：
安徽省新闻出版局：
《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关于申报〈见证——— 艰辛
的第一步〉图书重大选题备案的请示》(皖新出字
〔2020〕77号)收悉。
经研究，同意安徽大学出版社安排《见证———

艰辛的第一步》选题。请你局督促出版单位严格按
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审读意见
(中研院审〔2021〕78号)的要求认真修改书稿，修
改后的书稿经你局审核无误后方可安排出版。
该书出版后，请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

七研究部(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和国家新闻
出版署(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40号701室)样
书各3本备查。
此复。

国家新闻出版署
2021年6月28日

经过以上的上报、审读、备案的历程，这本书
终于在2021年10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了。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的审读、出版过程作较详
细的介绍，是想让大家对这本书的价值及出版的
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对我们开好座谈会起点背
景介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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