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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范敬宜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动笔了———一场脑溢血，一场视网膜脱落和破裂，使我
这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不得不放下了笔杆子。现在居然又拿起笔来，实在是
被昭栋同志的执著精神所感动和激励。

昭栋同志前些日子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新闻作品集即将出版，希望我为它
写一篇序言。我很惊讶，因为过去他曾经下过决心，决不出书。现在怎么改变
了主意? 他回答说: “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如果不留下一点儿东西，总有点
儿对不起自己吧!”话虽不多，却包含着一种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新闻工作的执
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言可以 “婉辞”，只好默默地把这个 “任务”应
承了下来，尽管我知道自己是力不从心的。

我和昭栋同志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在经济日报工作 8 年期间，一直是
很默契的搭档。他性格耿直，为人低调，做事认真，勤于笔耕。应该说，他还
是我的诤友。在他 40 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写过大量有影响的新闻作品，特别
是经济形势和工作述评。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作为报社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和策划重大新闻报道上，而把更多的写稿机会
让给了年轻的记者，自己默默担任“幕后指挥”的角色。在经济日报较短的历
史过程中，能够涌现出一大批年轻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应该说昭栋同志功不可
没。在当今“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成为某种社会风气的情况下，昭栋同志这
种风格，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数十年的新闻生涯中，昭栋同志一直从事经济宣传。人们常说，经济宣
传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是长期难以解决的
矛盾。从昭栋同志这本新闻作品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解决经济宣传中的
专业性与可读性的矛盾，进行了十分努力的探索。他本身具有长期从事经济工
作的实践经历，是经济工作的内行; 但是当角色转换之后，这种专业优势往往

1



王昭栋新闻作品选

容易成为改进和搞活经济宣传的障碍。昭栋同志没有被自己的专业所局限，努
力研究如何既“钻得进”，又 “跳得出”，使经济报道既能够为专家首肯，又
为普通读者喜闻乐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只要看看本书的篇目，就可以发
现，承载那些份量很重、专业性很强选题的，往往是新鲜活泼的笔墨。如论证
山东寿光县如何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 6 篇题为 《寿光之光》
的系列述评，在他主持和亲自参与下，有声有色，十分耐读，所以这套系列述
评一经问世，在读者中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日报》的亮点之一。想起当年昭栋同志和高以诺等同志为
这组报道殚精竭虑、日夜奋战的情景，总是令人神往。

新闻工作是一种辛苦甚至艰苦的职业，也是一种与时俱进、需要长期跋
涉、不断攀登的职业。宋代大政治家、学问家王安石在他的 《游褒禅山记》里
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
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
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
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昭栋同志从新闻工作，自谦为“半路出家”，但
是凭借着他无怨无悔的不懈奋斗，进入了 “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新闻境界，
其经历给所有新闻工作者一个启示: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他的这本新闻
作品集，正是向我们证明了这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2009 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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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从事新闻工作可以说是“半路出家”。1950 年 12 月抗美援朝时我报名参
加了军干校，被南京市委组织部介绍到中央军委工程学校三部 ( 机要学校) 学
习密码译电。1951 年 8 月分配到中央贸易部机要处译电科，不到一周即被派往
广州进出口分公司任机要译电员，主要工作是与中央贸易部机要处、中国进出
口总公司机要室及香港华润公司进行联络。我由于比较喜欢文艺和写作，工作
之余经常给报刊写些小文章。1956 年组织上就把我调到了当时的商业工作报副
刊部，担任助理记者和编辑。

我的新闻生涯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56 年至 1962 年，

任职于商业工作报和大公报。( 1963 年至 1981 年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新闻
工作第一线，这一时期我主要是在国务院财办、国家计委、国务院财贸领导小
组等国家综合部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为中央级报刊和电台撰
写了不少经济评论和通讯) ; 第二个阶段是 1982 年至 1999 年，在中国财贸报
和经济日报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职务。时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社会经济
异常活跃，因此在工作中，我经常深入基层，写了大量在当时来讲较具社会效
应的报道和评论; 第三个阶段为退休之后的 2000 年至 2006 年，先后受聘于深
圳金融早报和中央电视台，担任顾问和专家收看组成员，为日益繁荣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宣传发挥余热。

第一阶段: 半路出家 ( 1956 ～ 1962 年)
1956 年我正式成为了商业工作报的一员，由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名真

正的新闻工作者。刚进报社不久，我就跟随当时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同志赴安
徽宣城，了解并采访安徽省商业系统下放干部建设周王农场的事迹，并写下了
进入报社后的第一篇长篇通讯《荒地之春》。1958 年大跃进开始，我参与了天
桥百货商场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报道工作。1959 年 3
月商业工作报并入大公报，我也随之成为大公报的一员，在三版任记者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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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虽然我没有经过专门的新闻业务培训，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边学边干，快速
掌握了包括评论、通讯等新闻体例的写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尤其对
于新闻言论的撰写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为报社撰写了大量经济述评和通讯报
道。1961 年建党 40 周年前夕，我被报社派往延安采访，独自组织报道了一个
专版的有关发扬延安作风的主题报道，内容涉及延安枣园农民向毛主席汇报大
办农业的情况以及延安丰足火柴厂多年来的生产发展，被当时的 《延安日报》
全文转载，并在完成任务回京途中临时受命采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和洛
阳拖拉机厂支援农业建设的事迹，写了长篇通讯 《工农高歌 “东方红”》 ( 当
时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拖拉机品牌为 “东方红”) 等系列报道，受到报社内外
的一致好评。

须要说明的是，1962 年到 1982 年的这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我被上级
调离了报社，但实际上工作性质和内容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以笔为工
具，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62 年底，我由于工作比较出色被组织调到国务院财办政策研究组工作，
它实际上是当时财办领导同志的秘书班子。在政策研究组期间，我参与了以国
务院财办工作组名义发表在 1965 年 9 月 26 日《人民日报》二版的题为 《农村
金融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山东苍山县涧村信用社主任李金玉访问记》的文
章，此文刊出后，《大公报》第二天即全文转载，并配发了社论 《他是全国财
贸工作者学习的好榜样》。
“文革”初期，我由于写的一些文章遭到批判，所以当时曾发誓不再写稿，

这之后连续多年报刊约稿均一律婉拒。1977 年我调入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具
体工作就是联系当时唯一一家国家级财经报刊——— 《财贸战线》报。该报 1981

年改为《中国财贸报》。工作性质使然，我不得不又重新拿起了笔。在此期间，
我写了几十篇评论，其中重要的文章有: 《八十年代是决定性的年代》、《服从
全局，抓好调整》、《实现四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适应工作重点转移》、《千方百计把出口搞上去》、 《讲文明礼貌树财贸新风》
等。在这期间我还为《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等多家媒体撰写了数篇评论和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人民日报》社论
《必须把农副产品收购抓紧抓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论《为什么必须提高农
副产品收购价格?》、《光明日报》学述文章《关于农村代购代销点的问题》等。

第二阶段: 没有策划就没有精品 ( 1982 ～ 1999 年)
在经济日报工作的近 20 年，对我而言，应该说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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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时代所赐，这一时期我也拿出了一些现在回首仍有些价值的东西，同时在多
年的新闻实践中也悟出了些许教科书上不曾有的心得。

1982 年，重回新闻岗位第一线后，受组织委派，我先后担任中国财贸报总
编辑和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主要精力都用于报社日常的新闻业务管理。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 80 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我
发现人们对经济新闻的关注和重视度越来越高，经济新闻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
的所有领域。与此同时，媒体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日
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而我和我的同仁们已经深刻意识
到新闻策划的重要性，没有策划就没有精品，因此《经济日报》很早就倡导对
焦点问题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国家的宏观政策为依托纳入策划意识的观点，具体
的做法就是对市场经济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以党和国家制
定的方针政策为基础制定出报道方案，在形式上则大多采用系列报道或报道配
点评的方式阐明政策、分析形势、引导舆论，让每一篇报道都更客观、更深
入、更准确、更完整，也更具有可读性和说服力。

由于较早纳入重点报道的策划环节，《经济日报》的系列报道 ( 也称深度
报道)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出一组报道都会演变为当时经济生活热议的焦
点，甚至成为当时经济传媒中一道最为靓丽的风景，这种形式在当时真正做到
了准确及时地宣传和解释政策; 公开、公正地传播高质量的经济信息; 通俗地
描述、解释和剖析经济现象; 深入浅出地介绍和评析宏观经济形势; 准确、公
正地对经济活动进行舆论监督，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这中间我亲自
策划、指挥和参与了一些重要报道。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破“三铁” ( 铁饭碗、

铁工资、铁交椅) ———徐州市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系列 ( 3 篇) 、

寿光之光系列 ( 6 篇) 、闽赣老区行系列 ( 6 篇) 、皖江行系列 ( 5 篇) 等等。
在我参与的诸多深度报道策划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 《寿光之光》这组报

道。当时，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多次指示，经济日报开展了 “如何实现计划
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大讨论，历时三个半月。在组织国务院部分部委领
导和经济学家对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研讨之后，广大读者和社内外
同志都希望能拿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典型实例，来证明两者 “结
合”的可行性。非常凑巧，在报社召开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我注意到，一位
经济学家以山东省寿光县为例，提出的 “从一个县看两结合”的命题很有创
意，这是因为县一级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是实现“两结合”的重要基础和阵
地，以一个县为范例进行较深入的剖析，可以把 “两结合”的问题向纵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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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使“两结合”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更富现实针对性和事实说服力。更何况，
作为著名的蔬菜之乡，以“菜”为突破口实现全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的成绩背后，蕴含着可以深一步挖掘的东西。于是我立即提出抓寿光典型报道
的动议，并决定率高以诺、于勇两位同志亲赴寿光实地考察采访。此前我还征
询了有关领导、专家的意见，翻阅了有关寿光的材料，经过深思熟虑，并征求
报社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最终形成了一个系列报道方案，阐述了寿光报道的
意图、意义，并具体列出了拟采写的 6 篇述评的题目及中心内容，为这组报导
定下了基本的框架思路。这 6 篇的题目分别是: 寿光之光、用新办法解决新问
题、寻找新的生长点、着眼于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虚机构办实事和建立有
领导的市场。为了让报道更扎实，在寿光期间，我们还专门与县领导和有关同
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以报道提纲为纲逐篇研究，推敲和确定每一篇所要体现的
思想和所要举到的例证事实，为系列报道理出脉络，奠定基础。这 6 篇报道后
来均在《经济日报》一版刊发。

6 篇报道见报后，反映热烈，然而我仍有 “意犹未尽”之感，于是我决定
亲自再写一篇题为《县级领导必须解答的课题》的评论作为这组报道的结束，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阐明“两结合”的可行性，把建立有领导的市场这一观点
提到更高的高度进行认识，向全国 2000 多个县的领导提出了答好 “两结合”
试卷的任务，将寿光经验的真谛作了深层次揭示。文章见报后，寿光县领导在
后来的来信中提到，不少市县领导都是带着登载寿光经验的 《经济日报》去寿
光学习参观的。可以说，他们正是从寿光的做法中，看到了 “两结合”的可行
性和“希望之光”。

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寿光的这组报道获得了 “1990 年全国农业好新
闻”特等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策划带来的成果。

虽然身为报社领导，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我仍尽可能地挤出一些时间，

深入基层，陆续写了近 300 篇消息、通讯、评论和论文，择其要者有: 党的十
二大闭幕后重点文章 《宏伟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经济日报》创刊不久，首
次推出的“在中南海”专栏，发表的我和史习传同志合作采访、由我执笔的通
讯《计划史上第二个春天》，第一次披露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坚持
实事求是不要水分的重要指示; 陈云同志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文
章，应《经济日报》要求首次公开发表。根据陈云同志文章精神，结合当时实
际，我连续写了《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 《乱上基建项目要误事》、
《建设一定要适应国力》3 篇社论，均被电台摘播; 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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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时，我为 《经济日报》配发了社论 《发展第
三产业是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务》; 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只强调治理整顿而忽视
企业改革的情况，撰写了《企业改革必须抓紧》、《在治理整顿中完善企业承包
制》等评论。

第三阶段: 贡献余热 ( 2000 ～ 2006 年)
2000 年我正式退休。由于长期从事经济新闻工作，因此，虽然离开了工作

岗位，经济建设中的热点问题仍然是我关注的内容。退休后我经常应报刊杂志
之约，写一些经济时评。这期间受朋友的盛情邀请，我还受聘于深圳金融早报
和中央电视台，担任顾问和专家收看组成员，为《深圳金融早报》策划了 《消
费信贷与个人信用》系列报道，发表了 《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两篇评论，并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了 《消费信贷呼
唤个人信用》的言论，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年纪大了，写一些大篇幅的文章已感到有些吃力，因此言简意赅的小点评
成为我退休后主要的写作形式。在中央电视台担任收看组成员期间，我先后写
了 20 多篇短评，择其要者有: 《希望央视开辟三农频道》、《在通俗易懂上下功
夫———央视经济频道〈追踪宏观调控〉系列报道观感》、 《关心决策 关注民
生———改版后的〈中国财经报道〉观感》、《责任构建和谐———喜看今年 3·15
晚会新亮点》、《高歌自主创新 弘扬爱国主义———喜看 〈2005CCTV 中国经济
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剖析个税焦点畅谈个税之变———经济频道特别节
目〈关注个税调整〉的创新与不足》、 《喜看入世三年的变化———评 〈中国财
经报道〉系列节目“加入世贸三年看挑战”》、《贴近消费者需求 抒发老百姓
心声———3·15 晚会“我们的心愿”观后》。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职业生涯，新闻工作占了绝大部分时间，用四个字可
大致概括: 以笔为伴。所写的文章无论是消息还是评论，无论是通讯还是杂
文，所涉及的都与我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有关，字里行间所折射
出的也必有时代的印记。翻看着这些过往的文字，使我常常沉浸于久远的回忆
之中，有喜有忧，有苦有乐，对我，这更像是一部历史。如今把这些文字整理
出来，不为别的，只是希望: 第一，对曾经帮助过我的诸位领导、曾经关心并
一直关心着我的朋友、亲人们做个交待，本人虽然愚钝，所著文字难有华彩，

但聊以自慰的是，几十年来对于职业生涯中的每个岗位、每项任务、每篇文字
我都尽心竭力，认真对待; 第二，给自己热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工作做个
小小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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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出版得到《建材城》杂志社以及中国县域经济报社的领导和同志们
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深深谢意。特别是我国当今新闻界著名的老报人 (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初期分别担任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 范敬宜同
志在健康状况欠佳的情况下为本书作序并题写了书名，在此书出版之际，表示
由衷的感谢。

王昭栋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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