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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言青

我于 1981 年 7 月毕业于聊城师专
数学系，参加工作后却爱上了文史。
1988年10月调入莘县政协，1999年2月
当选县政协委员，一直从事文史工作直
至退休。

勤奋学习 渐知渐会

我自幼酷爱读书，1981年分配到莘
县燕店中学任教，当年创办师生读书会，
发动全校师生把各自藏书捐出来供大家
借阅，自己也把半数的工资花在了订阅
报刊和购买图书上。与文史工作结缘是
偶然也是必然。1981年，刚刚参加工作
的我迷上了《文史知识》。巧合的是，
1988年我调入莘县政协不久，文史大家
杨巨源先生亦请调莘县政协。能够在杨
巨源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和学习，对我来
说无疑是有了最好的进修机会。

从事文史工作后，一套全国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发的《文史资料
选辑》让我大饱眼福。我又通过租、借、
买等方式系统自学了中国历史、世界历
史、山东通史、鲁西北革命史、莘县地方
史、文史资料工作概述以及大量断代史

和地方志资料，学会了使用各类工具
书，不但开阔了视野，而且提高了思想
水平和驾驭文字的技巧和能力。

回想入门时，采访和撰稿都非常犯
怵，整理一篇采访记录经常修改十几
遍。好在有杨巨源先生的指导，他既有
广纳百川的胸怀，又有点石成金的功
力。在史料征编过程中，很不像样的手
稿，先生稍加删改立马就成了佳作。

我刚到县政协时，面对各级下发的
文史资料征集提纲，真有一种“老虎吃
天，无从下嘴”的感觉。参看各地早期
资料的编印，也大多采用“拼盘”模式，
即征集到的资料拼凑一定数量就出一
个选辑。1989年，看到外地有专题化的
做法，我们就在杨巨源先生的带领下搞
起了系列化探索。从第二辑到第七辑，
我作为一个新兵主要是跟着学习，从第
八辑开始统编全书，第十七辑之后我接
管了全面工作。历经十几年的学习和历
练，我渐次掌握了文史资料征编及独立开
展各项工作的本领。

史料编印 求专求精

我参编的首部资料是“三槐王氏专
辑”，后来陆续参编本地资料十余部，在

县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2003年，上级
提出“文史资料出精品”的要求，于是我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提升编
撰水平，同时着力提高印装质量。凭着

“五加二”“白加黑”的敬业精神，我们精
编精印了《槐荫千秋》《莘县碑文大观》

《莘县史鉴》《任圣伊尹》《莘县民间故事
集萃》和莘县旧志整理丛书等十几部
书，出版发行后受到一致好评。

在做好县政协文史工作的同时，我
还为上级政协供稿近百篇，参编《三槐
文化》《燕塔诗联》《民间文化》等会刊80
余期和多部民俗文化丛书，发扬光大县
域文化。在省市举办的优秀文史书刊
和社科成果评选中，我们所编书籍多次
荣获各类奖项。

文史书刊发行是文史工作的重要
环节。为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的“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作用，我们所编的
每一个专辑都尽量多印多发，并结合重
要图书发行，多次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
会以及重大课题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深
化了莘县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力。
2004年《莘县碑文大观》印发后随即召
开该书出版暨文物保护开发利用座谈
会，发言摘要受到县委、县政府和有关

单位的高度关注。2006年《莘县史鉴》
印发后又召开文化大县建设座谈会，我
所提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广泛采纳。

参政议政 尽智尽力

1998年以后，在做好文史资料征编
的同时，我开始直接参与专委会履职，
参政议政成为经常性工作。2003年，我
撰写了《关于莘县旅游资源的调研报
告》，直接促成了莘县旅游业发展的“破
题”。2008年以后，我对燕塔内部设置
及广场开发、县域公共文化发展、三槐
文化开发利用等进行系列调研，撰写了
十几篇有价值、有分量、有见地的调研
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一致好评。

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尽到了最
大努力，党和组织亦给了我众多荣誉：
2002年、2011年先后被评为莘县第三批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莘州英才；2004年
被评为莘县劳动模范；1999 年至今，7
次被评为省市优秀文史工作者或文史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4次被评为聊城市
优秀理论教育工作者；2017年当选齐鲁
文化之星；近年又被聊城市有关单位评
选为“最美三百”公益老人及“道德模范”
等。

挚爱文史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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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版面个个新

□ 庞洪锋

《聊城晚报》，呈家国大事、显社会
热点、讲风俗民情、诉群众心声，今已
十八年矣。

读《聊城晚报》已成为我生活的一
部分。只要是聊城晚报组织的活动，
我看到必参加。我今年一直阅读的

《聊城晚报》，就是原聊城日报社赠的
评报奖品。

我一直没有停止向《聊城晚报》投
稿，终于在 2013 年 1 月 26 日，《胆儿》
一稿在《民间语文》栏目刊登。我高兴
得中午多吃了多半块馒头。

每有稿件见报，心情尤其舒畅，觉
得空气都是甜的。

今年 6 月，我投给《聊城晚报》一
篇文章《夜大函授时六年》，编辑老师

征求我的意见后将题目改为《意料之
外的大学生活》并于7月4日见报。我
认为修改后的题目主题更加突出，也
与稿件内容贴合得更加紧密。

这个版面，由一篇文字和四幅图
片组成，图片系从本人提供的十余幅
图片中所选。版面稿件和图片安排
得当、重点突出，倾注了美编老师的
心血。报纸出版之后，我将稿件从头
至尾细读两遍，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今年8月24日，我写的稿件《茅盾
与聊城》又以一个版面的篇幅在《聊城
晚报》发表。

端详版面，只感觉灵动雅致、敦厚
沉稳，又饱含文化韵味。左上角的几
枝竹叶，给人以徐风微动、翠叶萧萧之
感。茅盾先生对于百姓所托，有求必
应。个人感觉竹之清雅，正与先生的

品格相适配。
四幅图片的摆放气韵生动，在如

椽大笔展墨中，茅盾题名“聊城公园”
“东阿王曹子建墓”相互映衬、意蕴无
穷，与另外两幅题名图互为呼应，浑然
一体。版面呈淡黄、浅绿、墨黑等色
彩，细腻柔和，组成一幅线条粗细匀称
而又层次感丰富的作品。精心的编
排、大胆的想象，延展变化，别出心
裁。连我这外行都看出了设计者的灵
心慧性。

还有一个是今年10月20日刊发
的版面，刊登了我写的《我曾参建黄河
大桥》一稿。10月19日收到编辑发来
的版样后，我眼前一亮，编辑将稿件分
为三部分，让通篇文字显得层次分
明。再看平阴黄河大桥的压题照，当
时收到济南市平阴县档案馆发来的照
片时感觉就是一座普通大桥，现在感
觉视野开阔、大气磅礴，这当然是美术
编辑辛勤工作的结果了。

从事评论工作的友人老杨说：压
题照片摆放有方、虚实结合，美中有
力。其左下方还有记者拍摄的两幅新
桥图片，犹如对文字的恰当图解、升华
具象，让广大读者平添阅读文字的欲
望。

各位编辑老师对文字、图片精心
雕琢、优中选优，才让稿件更加精练，
版面更具视觉美感。稿件嵌在这随物
赋形的框架内，更加凸显张力。对此，
我心里充满了真挚的敬意。

（图片由作者提供）

庞洪锋在写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