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三代的《甘孜日报》情缘

时光飞逝，转眼，我州创办最早的《甘孜日报》已走过了70年岁月。70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奔涌的一瞬间，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是

弹指之间,但对一个地区、一群人来说，却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时时萦绕、历久弥新。

静下心来，慢慢回味、细细品味，我已为《甘孜日报》写稿已30多年了，除了我，父亲、妻子、女儿我们一家三代或多或少与《甘孜日报》

结下了割舍不断的缘分，《甘孜日报》是我们一家三代共同拥有的温馨回忆。

七十年，我们携手走过——《甘孜日报》创刊 周年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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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情
当一轮冉冉红日在高楼之上缓缓升起，风

凉气爽，我兴致浓浓地赶去林间草丛处，去觅那
“露凝而白”的一粒粒细小“珍珠”。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桃子丰收香满园
盛夏以来，九龙县呷尔镇扎日村洛莫队南吉家的

数亩桃园，迎来了桃子丰收的大好时节。桃园里，硕
大的水蜜桃、白花桃、胭脂桃等沉甸甸地缀满枝头。

江风吹
康藏人文

窗户边框均为老式木质结构，窗棂由一根根钢筋穿
插而成，上面锈迹斑斑，没有挡风玻璃。奔腾不息的长
江就卧在北窗外，离房子不远，直线距离不足两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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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我到西南民族学院读书。
上了大学，没有了升学压力，我没有什么爱
好，读书是我养成的最好习惯。于是，每天上
完课后，我会去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阅览室阅
读。我非常喜欢浏览全国市州民族地区的报
纸，全国有56个民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
风民俗，而这些报纸便是我了解各地民风民
俗的窗口。《甘孜报》也是我每期必读的报
纸。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了康定中学
任教，因为年轻又有一定的写作功底，便在
学校党政办公室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看
报纸自然也就成了我的习惯。

《甘孜报》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慢慢琢
磨，心想能不能把康中的亮点也报道出去，
增加康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彼时，时任州
政协主席李鸿鸣到校调研，我认真听、仔细
记，写了一篇消息投给了《甘孜报》，《甘孜
报》刊发了这篇消息，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随时留心身边的人
和事，感觉有价值，便写了投稿，迄今为止，
我在《甘孜日报》发表了近五百篇新闻、消
息、通讯、图片、论文等。由于工作生活所限，
我发表的文章基本以康定中学为主，偶尔涉
及教育系统。

现在用电脑写作，发现错别字，键盘一敲
就搞定，鼠标一点就可完成投稿。当年在电脑
和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时候，稿子都是用稿
签纸，一旦发现错别字或语病，只有重新抄
写，直到自己满意，然后贴上邮票寄给报社。

在康中教了30多年的书，也算是桃李
满天下了，我的学生也有成为《甘孜日报》编
辑、记者的，他们也是我的骄傲。

1995年6月、7月，康定连降大雨，“6·
15”“7·5”洪灾，让康定城满目疮痍。刚刚告
别铅与火印刷实现激光照排的《甘孜报》印
刷厂也遭受重创，影响了《甘孜报》正常出
刊。甘孜报人克服重重困难，买设备、修复厂
房，很快复刊。我写的关于康定中学抗洪救
灾的消息被登在了“复刊号”上，恍若隔世的
版面和印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
对报社这个团结高效的集体充满了敬意。

写稿时间长了，与报社编辑记者都比较
熟，有关康中校的新闻也常常请我代为采
写。记忆最深的是2000年前后的一个教师节
前夕，半夜我接到报社副总编辑的电话，说
时任州委副书记要参加学校的教师节庆祝
大会，因无法派出记者，请我帮助完成新闻

稿，我当即应允。次日，州委副书记
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
民族教育殷切寄语，我写的稿子
被发表在了《甘孜日报》的头版
头条。

200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
化30年，日本政府邀请100名
中国优秀青年教师进行为期
1个月的访日活动，我有幸
参加了此次活动。回来后写
了近万字的访日见闻给报
社投稿，报社分几期进行
了连载刊发。

我在学校办公室的
一个重要工作是撰写简
报、信息，学校的简报发
送的范围很广，甚至发
到了州四大家领导。
1998年6月初，我校一
名学生身患重病，为挽
救其生命，家庭四处举
债，父母身心疲惫，消
息传到学校后，学校在
全校师生中开展了募
捐活动，全校师生纷
纷慷慨解囊，几天时
间便募得了一笔款
项，但距离医疗费用
还有很大距离。我就
这个事写了一期简
报，时任州委书记敬
全林在简报上做了批
示，在全州掀起了募
捐高潮，涌现出了许
多感人的事迹。我与
当时甘孜州广播电台
记者马建华（现甘孜
日报记者）一起采写
了长篇通讯《爱心让死
神望而却步》刊登在
《甘孜报· 月末版》头
版头条，《民族》杂志、
《四川政协报》头版也进
行了转发，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效益。

作为党报，《甘孜日
报》不回避矛盾，敢于直

◎龙培民

我的女儿是理科生，受
家庭阅读氛围影响，也喜欢
阅读，写一手好字，作文也写
得不错，不时有作文被老师当
作范文，参加征文比赛也有获
奖。有时看到她写的散文文笔
不错，我便鼓励她向《甘孜日
报》投稿。她的《红旗之恩》《用
汗水浇铸未来》等文章也见诸
于《甘孜日报》，让她也收获
了一份成功的喜悦。

我们一家三代，首先是
《甘孜日报》的忠实读者，然
后是《甘孜日报》的热心作
者，我们一家三代的故事
先后被《甘孜日报》宣传
报道过。

工作30多年来，我
荣获过全州“法制教育
宣传先进个人”、全州
“ 群 众 工 作 先 进 个

人”、“康巴英才”之
“中端人才”等荣

誉称号，均在《甘
孜日报》上进行
过公示。2020
年 ，我 被 四
川省人民
政 府 授
予“ 全

省民
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报社记者兰色
拉姆专门采访了我，撰写了《春风化
雨润心田——记全省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个人龙培民》刊登在2020年11
月12日的《甘孜日报》上。

我的妻子也是康定中学的高中
语文教师，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任
教学校最好的班级，曾当选十三届州
政协委员、常委。2009年3月30日，她
曾在《甘孜日报》发表论文《如何克服
复习应考的心理障碍》。2015年4月5
日，甘孜日报社记者宋志勇采写的
《让爱浸润在三尺讲台——记康定中
学青年教师郭琼》，2020 年 1 月 16
日，宋志勇采写了专访《乐为教育鼓
与呼——州政协委员郭琼的畅所欲
言》报道了她的事迹。

我的女儿2019年毕业于康定中
学，曾担任高2019届团总支书记，13
班团支部书记，成绩优异，酷爱数学和
物理，曾荣获“四川省高中数学竞赛一
等奖”，多次荣获州、校级“三好学生”、

“优秀团干部”称号，高考成绩优异。当
年参加由四川省优质教育促进会主
办，成都树德中学承办，成都嘉祥教育
发展基金会支持的优促会首届“川蜀
模范学子”助力奖评选，获得“科技创
新突出成果奖”，并获奖金 6 万元。
2019年7月3日由报社记者马建华采
写的《首届“川蜀模范学子助力奖”揭
晓——康定中学两名学生分获6万元
奖金》刊发在了《甘孜日报》。

如今，信息传播媒介形式多样，
拥有一部手机，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
的传播者，看到办公室一摞摞的报

纸无人翻看的情景让人唏嘘。融
媒时代，向新而生，愿《甘孜

日报》能突出重围，焕发
生机，做大做强新时

代一流的传媒品
牌。

《甘孜日报》成就三代人梦想

叁

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我的父亲毕业
于康定中学，解放前后先后在泸定桥小学、
磨西小学等学校任教。50年代初，父亲先后
在泸定县委宣传部、农工部、知青办、办公
室、党史办等单位工作。在当时算文化水平
比较高的公职人员，从事的工作也多与文字
有关，曾经担任《甘孜报》通讯员，在工作之
余也为《甘孜报》写一些稿子。当时《甘孜报》
还是周二刊，又是小报，被采用的稿子并不
是很多。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世家，从小就
有读书、看报的习惯。小时候，家里便有数以
千计的各类书籍，父亲又很关心时事，我们
家订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四川日报》
《甘孜报》《文摘周报》等报刊，我上小学时，
又订了《少年百科知识报》《作文》等报刊。闲
来无事，饭后睡前，一家人都沉浸在阅读的
喜悦中。偶尔在报纸上浏览到父亲发表的

“豆腐块”，大家都很高兴，争相传阅，父亲则

更是高兴，一定要小心翼翼地把刊发的内容
剪下来，贴在专门的笔记本上，并注明刊发
时间、版面。父亲收到报社邮寄的稿费，就会
带上我们一起去领取，用稿费给我们买连环
画或吃点东西，大家其乐融融、高兴不已。

受父亲的影响，我也从小喜欢阅读，小小
年纪便把家里的书籍囫囵吞枣地读完了，上小
学三年级，我便看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小学毕业时，我已读了《说岳全传》
《杨家将》《封神演义》《三侠五义》《儒林外史》
《聊斋志异》《家》《春》《秋》《东方》《巴黎圣母
院》等古今中外的名篇名著。进入初高中，同学
们都关心国际国内大事、身边新闻琐事，为了
增强话题互动，争相阅读报刊杂志的趣闻轶事
成为同学们的一种习惯。校园里有阅报栏，就
是那种两面都可以看的橱窗，每天更换《人民
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
《四川日报》《甘孜报》等，我们一下课便跑去

阅读，有时工作人员有
事，没有及时更换，我
们便把广告、寻人
启事等都看了个
遍。周末无所事
事，图书馆成
为 我 博 览
群书和打
发时间
的 最
好去
处。

父亲是一名通讯员

壹

《甘孜日报》让康中声名远播

贰

面
社会

热 点 ，
充分发挥

舆 论 监 督
作用。随着甘

孜州全域旅游
的纵深推进，堵

车现象很严重，
2017年，“国庆”折

多山发生了大堵车，
成为舆论焦点。《甘孜

日报》开辟了一个栏目展开讨论，我写
了一篇文章，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有些
观点被有关部门采纳。

2018年7月，康定中学寒门学子王
志龙以670分的高分被清华大学录取。
我作为该生所在年级的任课教师，受甘
孜日报社委托，先后深入年级师生、泸
定县岚安王志龙家中，与王志龙本人及
其家人、老师、同学促膝交流，采写了长
篇通讯，报道其成长历程，展现甘孜民
族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通讯最先发表
在《甘孜日报》的《康巴周末》，该通讯先
后被《康巴传媒》及国内多家网站转载，
阅读量破1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