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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

时值晚秋，我应北海市文明办和作家协会的邀请，回到家乡出席“北
海文学周”活动，适逢《北海日报》创刊30周年，该社拟出版《北海日报
社30年作品精选》，中共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海日报社社长兼总编
苏远信先生请予以序之。这使我有些惶恐。其实北海市委、市政府领导，
才是最合适的作序人选。而我一介书生，虽在中国作家协会有个“名号”，
毕竟“隔行如隔山”，对新闻界的事情，焉敢置一词？
然“殷殷此情，敢不从命”？
1957年，不满8岁的我跟随父母，移居北京。直到1981年我才第一次

回到家乡,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了。“少小离家老大回”，此之谓也。此后
的三十几年间，北海日新月异，无论是耳闻还是亲历，都常常给我意外的
惊喜，我的往返也是越来越频繁了。北海是个值得自豪的地方。面对琳琅
满目的汉代出土文物，谁可否认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历史地
位？而近现代建筑文化遗存之丰富及其良好的保护，使每一位稍具历史知
识的人都大为羡叹。“历史文化名城”可谓实至名归。这小城的过去，在我
幼小的心灵中就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至今走在珠海路、中山路上，
仿佛还能见到街边老妪孩童坐在竹凳上“锥炮”的身影，听到家家户户用
小铁锤砸瓜子的声响。当下，这古老的街市却又洋溢出激情与活力———你
看喧闹的外沙和闪烁的霓虹，过江之鲫般的行人和奔忙的电单车，北海旧
影中的新姿，时不时会激起我们自信与自豪的火花吧。当然，我也期待北
海在自豪之余要格外珍惜。正如我最近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珍惜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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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成为一个口号。有了这种“珍惜北海”的自觉，北海就不会辜负你。
珍惜什么？除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值得珍惜的太多太多。上次来访的一位
朋友，对北海喜欢得不得了。我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个痛风患者尚如此沉
迷，如果能面对海鲜大快朵颐，岂不得爱得发疯？话音刚落，电视里播放
的“新闻联播”正宣布全国少有的几个空气达标城市名单，北海名列其
上。那朋友喊道：“明天就看房去，馋海鲜更馋空气！”你看，空气，就
和“历史文化”一样，也正成为北海的自豪。但当时，我却有顿悟般的一
震———什么叫“居安思危”啊？这种珍惜，就是居安思危。我希望我的家
乡，决策者也好，老百姓也好，游客也好，对北海的历史、文化乃至环
境，都要“如履薄冰”般珍惜。
这种“如履薄冰”的珍惜，对于媒体人来说似乎更为紧切，其珍惜的

视阈则要求越发广阔了。比如对稳定发展的局面，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
法治社会的追求，等等，是各级领导的责任，也是媒体人的使命。据我所
知，北海日报社从1984年创刊至今30年来，从无到有，历经艰难曲折，从
小到大，饱经风风雨雨。今天她已茁壮成长起来了，不过她还很年轻，这
让我想起了涠洲岛。这地球上最为年轻的火山岛，因其年轻，成为北海的
骄傲。然而30年间，尚属年轻的《北海日报》，在北海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又展示出了足够的成熟与老练。它鲜明的时代特质、绚烂的滨
海色彩、奋发进取的创新姿态，乃至它严谨从容的办报风格，都获得业界
的好评。
这部厚厚的《北海日报社30年作品精选》（上下册） 应可算是北海日报

社30年来思想特色和办报风格的荟萃。本书系从该报创刊以来获得省级以
上奖项的几百篇作品中，选取获一、二等奖的近两百篇作品汇编而成。大
多是记者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所写反映社会民生的消息、系列报道、通
讯、特写等新闻作品。其中三篇获得过中国新闻奖。选登的精品中，也有
不少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的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等。《北海日
报》副刊办得颇有沿海开放城市的个性特色，也具有一定的品位。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北海文化的创作成果。就拿文学来说，北海本籍有不少很好
的作家，涌现了不少人物，加之北海文场的宽厚与包容，一批优秀的外地
作家移居于此，不仅带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也带来了开阔的视野和迸发的
灵感，相信他们也会和本籍作家相启迪，开创一个更加活跃的文学局面。

获奖作品精选

北海日报社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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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览众多的好文章，我为撰稿者欣喜而又深感钦佩，同时我也对这些
媒体人、作家和诗人抱以更高的期待。面对熙熙攘攘的社会环境，为人不
易，为文更不易。出淤泥而不染，处喧嚣而不乱，弘正气而担道义，忧民
生而抒真情，这是为人为文之起码，而言论文章之魅力，又仰仗学养的厚
重和阐发。当今之世，信息爆炸，近乎奢侈，但我们又如何从这纷乱迷离
的奢侈中获取真知与积累，在真正厚重的传统和有价值的新知中熔铸出崭
新的人文品格，支撑起公平正义的铁肩，撰写出更多催人奋进感人肺腑的
好文章呢？
我期待北海日报社在新闻实践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张扬引领风气之先

的胆略，在新闻领地开辟自己的天地，也期待北海的媒体人、撰稿人有新
的突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对北海的同仁充满了信心。

2014年11月初于北海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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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耕耘的成果 开启智慧的结晶

苏远信

春华秋实，花盛果壮。“北海日报人”30 年的深耕细作，终于迎来丰
硕的果实。《北海日报社 30 年作品精选》 （以下称《作品精选》），由广
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这部沉甸甸的、上下两册的《作品精选》，
是报社同仁 30 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是报社记者、编辑开启智慧的结晶，
是报社 30 年历史的见证。在《北海日报》创刊 30周年的日子里，《作品
精选》的面世并与广大读者见面，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孔子云：“三十而立。”今天，历经 30 年漫漫风雨路的北海日报社已

挺拔而立，茁壮成长。1984 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北海市被国务院列为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同年 10 月，《北海报》（创刊名） 应运而生。
《北海报》创刊后，经历艰难曲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86 年，《北
海报》从每周一刊，改为《北海日报》每周六刊；1993 年，《北海日报》
从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四版；1997 年，《北海日报》从铅字排版到电脑
排版；2002 年《北海日报》全面启用采编电脑系统；2003 年，《北海日
报》从黑白印刷到高速彩色胶印；2014 年 10 月 1 日，美国高斯高速胶印
轮转机投入使用……今天的《北海日报》已发展成为对开 8 版，每周七刊
的彩印报纸，并拥有子报《北海晚报》 （四开 24 版）。30 年来，北海日报
社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质的突破与飞跃，不断自我完善，发展壮大。
岁月飞逝，时光荏苒。“北海日报人”30 年的艰苦创业，默默耕耘，

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30 年来，《北海日报》在北海市委、市政府的
重视关怀下，在广大读者的支持鼓励下，锐意改革，与时俱进。坚持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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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作为党的喉舌，反映人民的呼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办报“贴
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采编人员深入生活、
深入基层，写出了不少唱响主旋律，反映社会民生的好新闻。为此，《北
海日报》连续多次被评为“广西优秀报刊”。在广西新闻出版系统的各项
评比中，好稿质量、数量都名列前茅。北海日报社 30 年获省级以上新闻
等作品奖达 700 多篇，其中全国级的获奖作品达 120 多篇。由于篇幅有
限，汇编的《作品精选》只能从省级以上获一、二等奖的作品中精选。
《作品精选》所收集的《北海日报》、《北海晚报》 30 年获奖作品达

188篇（含摄影、美术等）。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体裁广
泛。在获奖的新闻系列中，有消息、系列报道、通讯、特写、言论等。在
报纸副刊作品中，有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也有摄影、漫画、速
写等美术作品。在《作品精选》中，有三篇新闻作品《请市长吃西瓜》、
《残疾考生输在起跑线上？》、《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临时工”》荣获
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其获奖档次及数量居全区地市报前列，为沿海开放城
市的北海赢得了荣誉。如获广西新闻奖一等奖的《“金字招牌”的分量》，
记者深入采访，细致详实地叙述了我市唱兴北海，建设宜居城市的成果，
并透彻地分析了北海打造宜居城市带来的深远影响。又如获广西新闻奖一
等奖的《谁来救救涠洲珊瑚》，记者深入实际，描述了涠洲岛石螺口海滩
因珊瑚礁被采挖给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呼吁社会救救涠洲珊瑚，保护我
们自身的生存环境，社会反响较大。获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州盟地市报新闻
一等奖的新闻摄影报道《施救人员暂时撤出现场》，记者来到合浦石膏矿
发生井下大塌方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在闷热、干燥又缺氧的处境下，三
次下井，深入到地下 200多米的矿道，抢拍了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抢救伤员
的动人场面。获广西新闻奖一等奖的漫画《危险环节》，该作品想象丰富，
构思独特，观后令人匪夷所思。这些获奖作品，既是报社智慧的结晶，也
是耕耘经历的见证……

中国著名作家陈建功获广西报纸副刊一等奖的作品 《永远的念想》，
其驾驭文字雄浑厚实，恢宏大气。大家作品的收入，为《作品精选》增添
了绚丽的色彩。我市著名作家顾文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的散文《扬
起开放风帆》，反映了北海从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今天的北海正
扬起开放的风帆，穿越风浪，勇敢向前的远大途径，读后令人荡气回肠。

辛勤耕耘的成果 开启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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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著名杂文家阮直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的杂文《变迁不仅仅是个
物理化的行为》，其杂文语言调侃而又犀利，幽默而又辛辣，确是一剂苦
口良药。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今，电视、网络等媒体蓬勃

兴起，这对报纸媒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曲
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面对当前网络媒体的挑战，“北海日报人”要树
立挑战与希望并存的坚定信心。作为市委机关报，我们要办出沿海开放城
市党报的特色，在继承中创新，注重优化栏目，推出品牌专版，打造精
品，要在激烈的媒体行业竞争中发展壮大。
在纪念《北海日报》创刊 30周年的日子里，自治区党委常委、北海

市委书记王小东对北海日报社寄予殷切期望，亲笔为本报题寄语：“坚持正
确方向，积极服务大局，努力贴近读者，唱响时代主旋律，广泛凝聚正能
量，不断增强影响力，为谱写中国梦北海篇章多做贡献。”北海市委副书
记、市长周家斌也寄语：“围绕北海中心工作做好新闻宣传，准确传达党委
声音，着力打造党报公信力，做大做强媒体产业，为北海经济社会发展更
好地发挥舆论阵地作用。”我们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紧紧地围绕
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唱响主旋律，为推动北海的改革和发展鼓与
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昨日的辉煌已成为历史，面对

未来，“北海日报人”信心百倍，决心继续开拓创新，不懈追求，去迎接
更严峻的挑战。展望明天，前景将更美好，成果将更辉煌。

（作者为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海日报社长、总编辑）

获奖作品精选

北海日报社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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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大丰收 市场畅销售
服务件件好 瓜农提“要求”

请市长吃西瓜

作者：宋德清
编辑：蒋钦挥 梁思奇

今年西瓜又是一个丰收年。
记者近日来到久负盛名的西瓜之乡———市郊平阳村采访，只见村头巷

尾，人们都夸说今年西瓜卖得好价钱。也真凑巧，在一辆辆满载西瓜等候
验收的汽车、手拖之间，记者见到了有“西瓜大王”之称的农民冯辉有，
他憨厚地说：“记者，不用采访了！你能不能帮我们请市长来尝尝西瓜？”

为何要请市长吃西瓜？冯辉有扳着手指说：“今年政策好、服务好，还
有治安好，全靠市领导关心，去年 6 月《北海日报》发了一篇关于种西瓜
的调查报道，杨基常市长在上面作了批示，后又会同主管副市长周广能在
另一篇西瓜调查信中再次批示，指示市农业局成立专门机构，无偿为我们
瓜农提供优选种子、双层地膜和产中产后供销等一条龙服务，让我们吃
‘定心丸’。”说起这些，他满脸兴奋地再说：“去年我才种 30多亩西瓜，今
年种了 100多亩。”正说着，他手里的大哥大叫了起来，冯辉有笑着解释：
“这大哥大、BP机，都是靠发西瓜财买的。”

冯辉有在与记者倾诉间，一个个绽开笑脸的瓜农围了上来，纷纷告诉
记者各自的收成。今年平阳村 90%以上的农户种西瓜，共 2000多亩，每
亩收成 2000多公斤，因采用双地膜育苗，上市早，5 月 20 日即成熟，6
月 5 日即基本售完，错开了与周边县市西瓜上市的时间，西瓜很抢手，外
地来收购价每公斤 2.7元，不合格的落选瓜在本地上市每公斤 1至 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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