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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是山东人挂在
嘴边的话。山东临沂人则更进一步，把

“人人都说沂蒙山好”唱得全国皆知。那
么，沂蒙山到底有多好？于是，100多位
全国党报媒体人，或从天府之国，或从南
海之滨，或从滇池岸畔，或从太行山下，
乘火车或坐飞机，在这时维九月，序属金
秋的时节，既未到泰山观日出，也不到蓬
莱望仙阁，而是相约聚集到临沂这个北方
的山城，只为了一种使命的召唤，一种千
丝万缕的牵绊。

红色沂蒙
党报新闻史上的光辉一页

在许多党报人看来，此次来到沂蒙
山，不是观光旅游，而是一次虔诚的朝圣
之旅，是一次对精神原乡的寻根。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东临沂视察时指出：“革命胜利来之不
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
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
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这一论
断，揭示了沂蒙精神最深刻、最本质的特
征，为我们从新的高度、用新的视角重新
审视沂蒙精神，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山东大众日报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创
刊，是沂蒙精神诞生、发展的参与者、见
证者，也是沂蒙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
在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中，大众日报忠实
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军民水乳交融
的鱼水情，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
后的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
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许
多感人的故事经过记者的报道流传至今。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大众日报创刊
80周年的重要批示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弘
扬沂蒙精神提出明确要求——80年来，大
众日报不懈践行“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
办报宗旨，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广泛影响
的党报。希望大众日报始终把坚持党性原
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弘扬沂
蒙精神，加强改革创新，为鼓舞大众、团结
大众、服务大众作出新的贡献。

小小的费县薛庄镇白石屋村，是著名
的 《沂蒙山小调》 的诞生地，它风光优
美，四面环山，西面是海拔 1000 多米的
天然屏障“望海楼”，极为隐蔽和幽静。
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凭借这种隐蔽而幽静
的地形，白石屋一带曾是山东党政军领导
机关和后勤机关经常活动、驻扎的地方。
大众日报战时印刷所曾长期驻扎在这里。

我们一行100多位党报媒体人，逆着
潺潺而下的溪水，沿着崎岖的山间蹬道鱼
贯而上，很费了工夫和力气，才终于来到
大众日报战时印刷所旧址展馆前。说是展

览馆，其实不过是几幢简陋的平房，保留
着抗战时期的原貌。展馆入口展示的是大
众日报社简史，从中可知它创刊于 1939
年1月1日，是中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
间最长的党报。一面墙上展示了大众日报
各个时期的报头。从 1939 年到 1968 年，
大众日报一共经历了8版报头变更，其中
毛主席题写的第八版报头，沿用至今。另
一面墙上展示了大众日报社４版具有纪念
意义的老报纸，分别是 1939 年的创刊号
和不能出版铅印报时出版的石印报、油印
报，还有桑皮报纸。虽然年代久远，纸质
已然变得昏黄，但字迹还可以辨认，我注
意到在大众日报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明确
地写道：“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
的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
成为他们所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
关。”应当说，这样的办报宗旨及其背后所
蕴含的精神，不仅被今天的大众日报所遵
循着，也是全国众多党报人的精神指南。

“我与战士最大的区别在于，我没有
枪”，这是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的名
言。然而他不知道，在争取民族自由和人
民解放的烽火硝烟中，大众日报人都是一
手执笔，一手拿枪地战斗在这莽莽群山
中，从 1939 年创刊到新中国成立的短短
10年间，大众日报社就有578位新闻工作
者壮烈牺牲，这在世界新闻史上是绝无仅
有的。他们之中有曾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
部长、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有

以大众日报通讯部部长郁永言为代表的牺
牲于大青山突围的大众日报十八烈士，还
有牺牲在前线的战地记者和与敌人短兵相
接的印刷工人，其中人数最多的则是大众
日报的发行人员，共有468位。而为了保
护报纸在战斗中能够正常出版发行，160
位沂蒙乡亲献出宝贵的生命，正是因为有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舍命支持以及长期建立
起来的鱼水关系，大众日报才能在紧张的
战斗岁月中坚持下来，将党的主张、胜利的
消息，及时传播到延安、传播到四面八方。

看着烈士英勇的事迹，望着照片中一
张张年轻的笑脸，同行的很多党报媒体人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那一刻，我想起了普
希金的诗句：

我将永远被人民所喜爱，
因为我的诗的竖琴唤起了那善良的

感情，
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
并给那些倒下去的人召唤过恩幸。
归程的路上，我又想起曾读到过一位

艺术家的话：“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之
谜、发展之谜，也许就藏在这陕北高原的
层层皱褶之中。”那么，是不是也可以
说，小小白石屋村也埋藏着党的新闻事业
的根系，今日的中国新闻媒体都与这里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从这根上抽发出
来的枝叶，将来会有多好的成长，要看能
从这根上吸取多少养分。

绿色沂蒙
城外青山环抱，城内林水相依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
山间……”尽管我们此行意不在山水之
间，但我们的眼睛却怎能不被沂蒙山秀丽
的景色所吸引，我们的精神又怎能不为那
满山翠色所荡漾呢。

虽然时令已经入秋，但许是华东地区
地气暖的缘故，车窗外的景色没有一丝衰
馁枯黄景象，相反逼入眼帘的处处是一片
生机勃勃的春意。山是青的，水是绿的，
碧空如洗，漫山的翠柏不必说了，甚至连
道边石头也被草色完全浸染了、遮盖住了
本来的面目。河岸是绿的，高坡也是绿
的，以致车行于山阴道上，却有小船儿驶
进了绿海波涛间的错觉，到处翠色欲流，
到处是诗人也难以言说的境界。

沂蒙山的好风光是属于北方雄壮美的
范畴的。在这尽天所覆的绿意之下，是头
角峥嵘的奇峰秀岭，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佳
瀑幽洞，这里的好风光李白歌过，杜甫唱
过，无数文人墨客作诗作词歌颂过。就以
沂蒙山云蒙景区为例吧，据说有“七十二
峰”“九十九峪”“三十六洞”，奇峰耸
立，层峦叠嶂，深涧遍布，苏轼曾赞曰：

“不惊渤海桑田变，来看龟蒙漏泽春”；乾
隆皇帝南巡中也留有“山灵盖不违尧命，
示我诗情在玉峰”的诗篇。这里春季层峦
叠翠，林海花潮；夏季飞瀑流水，云雾缥
缈；秋季漫山碧透，红叶映照；冬季银装
素裹，玉琢冰雕。其集“泰山之雄壮、华山
之险峻、黄山之秀丽、雁荡山之奇绝”于一
体。可惜，由于行色匆匆，我辈不能饱览沂
蒙山的壮美，但这森林植被覆盖率达95%
以上的百里林海，为北京地区的195倍，居
全国之首的负氧离子含量，已足以令我们
陶醉其间，有乐不思蜀之意了。

山水是美妙的俦侣，有山无水的景色
是美中不足的。好在这里山水皆胜。古老
的沂水河，一路引领着我们，先是穿山而
出，后又穿城而入，如一条绿色的纽带，
连接起山区与城市两处人间胜景。于是，
当我们还没有从山区林海的陶醉中完全醒
来时，又一头扎入了临沂这座森林城市的
绿色浪漫之中。在这里，我们在居停主人
的安排下弃车登船，切身感受这座“国家
园林城市”两岸绿树如烟，脚下烟波浩渺
的壮美景色，据说脚下这条河曾在全国最
美家乡河评比中获得第二名。而这一切得
益于近年来该市实施的水系绿化、森林绕
城工程，临沂人民的数年努力终于逐步构

筑起城区、近郊、远山相呼应的城市森林系
统，打造出“城外青山环抱，城内林水相依，
城市与森林交融”的森林城市美景。

“青山那个绿水来哎，多好看……”
不来一趟临沂，你绝不会想到，民歌中的
景象，竟然不是艺术的加工。

金色沂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位资深党报媒体人在接受当地媒体
记者采访时说，临沂有三种颜色，红色的

临沂、绿色的临沂、金色的临沂。是的，
沂蒙首先是红色的，沂蒙精神的发源地在
这里，同时大众日报的创办地和最早的印
刷厂也在这里，所以它是红色的。进入和
平年代，沂蒙山清水秀，生机勃勃。绿色
的临沂是一座现代化、绿色发展、生态文
明的城市。

那么临沂为什么还是金色的？作为革
命老区，临沂一直给人以经济贫困的印
象。然而这次来到临沂，通过采访和参观
当地一些现代企业，大家发现，旧的印象已
难以匹配新的时代，如今临沂在经济、社
会、文化各个方面都走上了一条金光大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老区人民把蒙山沂水
变为滋养经济的厚土。很多人都吃过金锣
集团的火腿肠，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全
国的四喜丸子大部分来自山东临沂这家企
业。近年来，金锣集团开拓奋进，成为预
制菜赛道上的一匹“黑马”，在这家集团
大家亲眼目睹他们利用现代化工艺和锁鲜
技术，将大家喜欢的秘制排骨、红烧肉、
四喜丸子等传统中式家常菜制成了即食
菜。只需要将菜品上锅蒸5分钟就可以大
快朵颐，让“厨艺小白”也能化身大厨，
解决了不会做菜的人的“餐桌焦虑”。

临沂地处山区，曾被认为是四塞不
通，舟车难至的偏僻之地。然而谁会想
到，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这里，特别是
进入新时代以来，这座小城却实现了“商
通全球、物流天下”的华丽转变。多年
培育发展的临沂商城，历经地摊式农贸
市场—西郊大棚底—专业批发市场—临
沂批发城—中国临沂商品城五个阶段，现
已蜕变成我国最大的市场集群之一。其经
营的商品覆盖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海
量门类，在数字化下如虎添翼，来自天南
海北的订单分秒递增。据统计，临沂商城
已建成各类电商园区38处，各类电商和
信息平台 40 个，发展网商商户 11.79 万
户，12 万电商从业者在临沂的热土上创
业拼搏。临沂商城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
短视频直播电商基地。

临沂的金色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在田
间翻滚的麦浪上我们看到了这种颜色，在
屋舍俨然、果树成行的新时代农村我们看
到了这种颜色，在沂水河畔鳞次栉比的高
楼商厦中我们看到了这种颜色，在充斥街
头巷尾的烟火气中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颜
色，在路上行人满意、幸福的笑容中我们
也看到了这种颜色……总之，临沂真是一
座富有活力的城市，一座丰富多彩的城
市，它肯定还有更多的色彩等待着人们联
翩蜡屐地去发现。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郎浩舟摄）

沂蒙山：新闻人的精神原乡
□李子木

高粱擎起火把
点燃片片瑰丽
稻谷弯下腰身
感谢土地恩赐
石榴咧开笑口
坦露内心诚实
南瓜腆着肚皮
炫耀滚圆欣喜……

棒米腰别玉棒
向十月敬礼
苹果仰起笑脸
向十月致意
大豆摇响金铃
向秋天献辞
辣椒披红挂绿
向秋天报喜……

秋日的田野
铺展丰收景致
喜悦的农民
以收获方式
礼赞富足的生活
描绘幸福的日子
报答祖国的厚爱
庆贺母亲的生日……

秋日的田野
□蔡同伟

夕阳西下
芦花浸染了晚霞的光辉
在生命的不舍中
悄悄蓄积轮回的力量

温情脉脉的芦花
舞风弄秋
如贤淑的女子
弹奏一曲缥缈的乐章

秋水之滨
那一片美丽的芦花
摇曳的是秋韵
颤动的是人心

芦花飞舞
我心飘摇
我在深秋
迷醉在芦花的浪漫里

芦花舞秋风
□贺红岩

今夕何夕，月影婆娑
我蘸一轮明月的光辉写诗

一写明月照高楼，举杯对月
饮尽人间繁华
二写明月照家乡，五谷归仓
乡亲把酒话桑麻
三写明月照天涯，乡音未改
背着家乡行走的背影越加清晰
四写明月照海角，良夜愁客
风帆驶向航途的彼岸
五写明月照草原，格桑花妩媚
牧羊姑娘回到温暖的毡房
六写明月照大漠，沙粒如雪
远去的驼铃回响温馨的祝福
七写明月照边关，苍莽河山
一缕乡思万里寄
八写明月照蓬莱，烟波微茫
远去的亲人仙乡安好
九写明月照人间，将心向明月
不负今生不负君

今夕何夕，月影缥缈
平分人间的秋色月华
我蘸一轮明月的光辉写诗
写千山万水人间长相思
写一生一世没有遗憾

今夕何夕
□潘彩宜

本报 《采风》 版是业界人士

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

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

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

题材的原创新作，以及诗词、摄

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当地农民歌手演唱《沂蒙山小调》。

▲抗战时期大众日报印刷厂的部分器材。

▲历史上的《大众日报》。

部分党报媒体人在白石屋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