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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丰都周报》创刊之韧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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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写春秋 方寸见风流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丰都报>常务副总编谭方明

(代前言)

中共丰都县委机关报——《丰都报>原《丰都周报>创刊

10周年了。十年来，《丰都报>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了县委、人

大、政府、政协、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各级党政部门、广大读者

和全县人民的关心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并

决心将这些关心与支持铭刻心头，以鼓励、鞭策我们迈向新

的未来1

1991年7月1日，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

要，县委、政府及有关部门高瞻远瞩，成立了丰都周报报社，

创办了《丰都周报)(2000年更名为《丰都报>)。从此，《丰都

报>就忠实地起着县委、政府的喉舌作用，并详尽地记载着

全县人民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高歌猛进，共绘宏伟蓝图

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

翻开10年的《丰都报>，全县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

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

歪理邪说斗的英雄形象历历在目。

——翻开它，一幅幅美丽、壮观、迷人的画卷在我们面

前展现：有荒山披上了绿装，有瘠地变成了沃土，有山峦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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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公路，天堑变成了坦途，有新县城奠基时人们的期盼与

现在高楼大厦的耸立，有旅游事业的发展壮大，有举办文化

节暨鬼城庙会姹紫嫣红的礼花，各行各业翻天覆地的巨大

变化。

——翻开它，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崇高、逼真、动人的建

设丰都的英雄谱：如投身公路、桥梁建设事业、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魏锡强；热心教育事业、全国教育先进工作

者曹兴高；身残志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谷秀全；

身残志坚、无私为乡亲们修致富路、重庆市劳动模范秦廷

焕；依靠种植、养殖、加工走上致富路，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

重庆市劳动模范陈世军、秦劲松。

——翻开它，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全县人民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制订的十五计划，用热

情、汗水、智慧和辛劳努力构建美好未来的英姿。

十年，在茫茫时空领域虽说只是极短暂的一瞬，但对于

丰都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来讲，这却是一段不短的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历程。

过去的十年，是《丰都报>逐渐成长壮大的十年。十年

来，已出版发行了629期1200余万字的《丰都报》。报纸的

读者、作者队伍不仅在县内不断增多，而且赢得了不少县

外、省外读者和作者，期发数由创刊时的5000份上升到现

在的近11000份。10年中，尽管她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

的懊悔，但她始终是全县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和忠实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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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深深扎根在全县人民的心目中，是县委、政府工作中一

个重要的舆论工具，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喉舌和耳目作用。

过去的十年，是丰都报社艰苦创业的十年。《丰都报>

创刊之初，条件差、困难多、资金紧、设备缺。当时，只有两

间简陋的办公室、4个人、4张办公桌。办报经费严重不足，

一些起码的设备如照相机都买不起。在困难面前，几个同

志没有退缩，在县委、政府的关心和各乡镇、县级各部门的

支持下，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兴办实

体，解决办报经费不足的问题。先后多方筹集资金，与人

大、种子公司兴建了旅游景点；创办了银月广告实业公司；

在丰都最早购买了当今较为完备较为先进的电子激光排版

设备、数码照相机；购买了电子传输设备，实现了新华社每

天向我社直接供稿的愿望。这些先进设备的购置和引进，

不但满足了办报、办公现代化的需要，而且还为社会提供了

优质、快捷、经济的现代化服务。

这十年，是《丰都报>不断探索、走向成熟的十年。十年

中，丰都报社一是下大力气改善了办报条件，逐步摸索建立

健全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二是坚持与有关部门一

道，多次深入机关、企业和农村乡镇培训通讯员，从而壮大

了通讯报道队伍。三是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

遵循“读者就是上帝”的思想，以“深、多、新、活”为原则，开

辟了众多的适合各个层次读者阅读的栏目。对此，市(省)

地、县有关领导及新闻主管部门的同志都曾对本报给予了

较高评价。在报纸创刊以来的十年中，共经历了四次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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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报>三次被评为市(省)地优秀报刊。

这十年，是《丰都报>全体工作人员勇于奉献、开拓进取

的十年。《丰都报>之所以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县委、政府

及广大干群、读者的认可，是与全体采编人员的敬业精神、

廉洁自律、勤俭办报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十

年中，报社全体职工以党的新闻工作方针、新闻工作者职业

道德的有关规定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并勇于坚持正义、

敢于揭露不良倾向，团结协作，勤于笔耕，采写了大量有深

度、有力度，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的稿件。同时，在认真

搞好本报宣传报道的基础上，报社编辑、记者还主动投身外

宣工作。十年中，先后被中央、市(省)、地(市)报刊、电台、

电视台采用稿件800多篇(条)，并有20多篇稿件被市(省)

地、县有关单位评为好稿，有10人次被市(省)地(市)级新

闻单位或有关部门评为“优秀采编人员”、“优秀通讯员”、

“先进报道个人”，为提高丰都的知名度、美誉度和促进对外

开放、扶贫、移民攻坚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0

回首过去，我们清醒地看到，自己同自己纵向比，成绩

喜人，但与兄弟报社横向比差距还大。既有宣传报道质量

上的差距，又有队伍素质上的差距，还有办公条件的局限。

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值得骄傲或气馁，我们必须继续艰

苦奋斗、开拓进取。

展望未来，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全体职工将把这次创

刊十周年纪念日作为新的起点，决心在新的历程中继续坚

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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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正确引导舆论，努力提高

采编、排版、发行质量，在不断增强指导性的同时，着力增强

报纸的可读性、必读性、实用性和服务性，着实把《丰都报>

办成一份坚持党报原则，具有晚报风格，荟燕八方信息，突

出地方特色的一份能满足广大读者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

报纸，用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汗水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贯

彻县委、政府的重大决策举措，去鼓动千百万人民群众进行

两个文明建设，共绘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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