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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吕梁日报》创刊 50周年，50岁

了，是个大日子，一个值得庆贺的年份。接到报

社彭斌社长、任昱副总编的约稿通知后，很为曾

经的“老东家”吕梁日报社高兴，也为自己有幸

与《吕梁日报》共度33年而自豪！

我于 1984年山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吕梁

报社工作，2017年市委调整岗位调离报社。期

间 30多年，天天与稿件、版面打交道，见证了

《吕梁日报》的发展壮大，自己也一路成长，从

一名普通的编辑记者到主任、副总编、总编

辑。是《吕梁日报》锻炼了我、报社同仁成就了

我。在此，谢谢《吕梁日报》，谢谢报社同仁！

30多年，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一篇小文容

量有限，现只记载几个片段，和报社同仁共同回

顾那段难忘的经历。

创办县市版，四版变八版

《吕梁日报》自创刊起，经历了从周三到日

报、从四开小版到对开大版、从单一日报到日报

和晚报的发展壮大，为吕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但多年来一直只有四个版面，容

量有限，一些很重要的新闻不能及时刊出，一些

精彩的稿件拖着拖着就失去了新闻价值，来自

基层的稿件常常因更重要的宣传任务上了版面

又被撤下，尤其是吕梁有 13个县（市、区），各县

（市、区）的宣传需求得不到保证。加之省内外

兄弟报社都已创办了八版甚至更多版面，为此，

报社领导开始谋划《吕梁日报》扩版一事。扩版

需要资金、人员投入，学习各兄弟报社经验，从

县市版起步比较容易，但让各县（市、区）凭空多

拿几十万元的宣传费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此，2015至 2016年，我与时任社长几经调研，

多次赴各县（市、区）与相关领导探讨、商榷，确

定开办县市版的具体事宜。经过几个月的奔

忙，2015年 9月，《吕梁日报》四版变八版，实现

了扩版。从此，吕梁各县（市、区）都在《吕梁日

报》这个更大更高的平台上有了一块阵地，一些

新闻可以及时地与广大读者见面，从而扩大了

宣传效果，更好地指导工作、促进工作。

开办县市版是一个创新，但凡事起头难。

为了调动报社编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办出特

色，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号召大家勇挑

重担，在完成现有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县市

版工作，并在绩效上予以一定体现。同时，做

一个报纸版面，对各县（市、区）新闻办的同志

来说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为了尽快提高他们

的业务水平，我们多次沟通、指导，并制定了专

门针对县（市、区）工作人员的考核奖惩制度，

让同志们做的有信心有动力。

创办县市版已经有几年时间了，事实证明，

这一步走对了，报社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各县（市、区）宣传工作也上

了一个台阶，县里新闻办同志们的业务水平更

是得到一个极大的提升。

拥抱互联网，运行《一指吕梁》客户端

这些年，新兴媒体不断涌现，传播方式不断

更新，《吕梁日报》如何在风起云涌的网络世界

里站稳脚跟，求得更好的发展？这也是摆在我

们时任领导面前的必答题。

2016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

社、中央电视台，并主持召开了新闻舆论工作座

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

节点。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时，我

曾在全体人员会议上讲过，新闻宣传工作的春

天来了！随后，报社领导班子把融合发展提到

了议事日程上，开始考虑筹办《吕梁日报》掌上

APP客户端。当时我们都是做了几十年纸质媒

体的传统媒体人，要转到网络上，做媒体融合发

展，谈何容易。为此，报社领导多次外出考察学

习，我记得去过的地方有山东日照报社、青岛报

社，以及省内的几家兄弟报社，我还利用外出开

会的时间，专门参观学习了《人民日报》“中央厨

房”。几经学习、讨论，《吕梁日报》掌上APP客

户端日渐清晰。在确定名称时，鉴于当时“掌

上”二字已风靡一时，再用“掌上”二字不仅同名

而且更易混淆，我提出了“一指吕梁”、“@吕梁”

等选项，经过几次会议研究、讨论，最后大家选

择了“一指吕梁”这个名称。如今，“一指吕梁”

已经成为《吕梁日报》的又一宣传阵地、又一宣

传渠道，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即可看

到《吕梁日报》的重要新闻。从此，《吕梁日报》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跟上了时代，在吕梁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自身应有的作用。

丰富版面语言，适应市场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工作要“创新理

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我在担任

总编辑时，要求编辑在纸媒上进行各种新尝

试，突破传统的“文字+图片”形式，充分利用

图表、线条、色彩、数据、几何图形等手法，让

新闻编辑有看点，从形式上吸引更多人的眼

球。报社的同仁们从来不缺乏创新精神，很

快，报纸上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内容丰厚、形式

新颖的版面。

比如，2017 年“市两会”的《政府工作报

告》。以往，报纸上都是纯文字刊发，读起来

很吃力。记得当时我要求编辑尝试一下，换

个形式，编辑们积极性很高，用图表、数据、色

块、线条等形式把《政府工作报告》呈现在版面

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后，这一做法不断

推陈出新，如今，已成为编辑的常规手法，为报

纸宣传效果增色不少；又如，2017年，冠名“汾

酒号”的特快列车开通，从省城到吕梁只用一

个半小时，这是吕梁交通史上的大事件，值得

大书特书。《吕梁日报》当然不能缺席。为此，

领导班子提前布局，安排选题，落实任务，同

时，要求编辑在版面上做更大的创新。果然，

编辑们又一次让读者惊喜了：版面上是一幅

吕梁地图，相对应的县（市、区）的位置上呈现

出的是当地的旅游景点、风味小吃，同时，另

一个版面则用“坐标系”的形式展示了“汾酒

号”诞生的所有大事件。在首发列车上，记者

还现场派发了这期报纸，既达到了宣传吕梁

的效果，又扩大了《吕梁日报》的影响。

……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

友，仿佛还在身边。30多年与报社同仁摸爬滚

打办报纸，经历了许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回首过往中，每位记者编辑写稿、加班的样子真

美好，每位同仁的举手投足真亲切。

真情怀念共处的日子，在《吕梁日报》创刊

5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谨以此文向《吕梁日报》

致敬！祝《吕梁日报》越办越好，祝报社同仁生

活美满、幸福永远！

（作者系吕梁日报社原总编辑）

为 往 事 干 杯
——致敬《吕梁日报》创刊50周年

□ 梁琪玲

“登高望远，未来可期。依托优质的资源

禀赋，良好的营商环境，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

热忱欢迎各位企业家投资兴业，共创美好明

天！”金秋十月，西安交通大学阶梯教室的讲

台上，一位穿着红色风衣的年轻女士激情澎

湃地做着招商引资推介。讲台下高朋满座，

来自我市的 100多名企业家兴致勃勃地讨论

着、询问着经开区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这位年轻女士就是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发展局局长高斯琦。在西安交通大学为

期一周的学习中，这样不同场合的招商引资

推介她做了三次，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推

介吕梁经开区的机会。

职业的敏感让我走进她，进一步了解她

痴情招商背后的故事。“经济发展局两年走了

三任局长，我是第四位，压力大，责任大”。她

回忆说，报到第一天，分管领导的话语和眼神

全是不信任。“给我两个月时间,到时候能干

就留下，不能就回去”面对质疑她逼着自己做

出承诺，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她凭着自己的

善学善钻和吃苦耐劳平稳地实现了过渡，经

济分析工作能做到百分之百无差错。付出总

归有了回报，慢慢地质疑变成了认可。

初心如磐，笃行致远。从 2003 年入党，

高斯琦从来不忘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

任使命，时时刻刻处处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和约束自己的言行。她勤于学习，对待工

作兢兢业业，时刻以完成组织交予的任务为

己任。在她身上始终散发出一种魅力，那就

是不服输、敢折腾敢挑战的巾帼豪气。2000
年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后考

入吕梁日报社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2005年

底又调入到市人口计生委办公室，从一名普

通的文字工作者做起，又先后做过流动人口

计生管理中心主任、市公共卫生应急服务中

心主任等职务，甚至当过党支部书记、工会主

席、妇女主任、党办主任……每一次工作变动

都是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喜欢挑战不同

的工作，开辟不同的世界”。2021 年 6 月，因

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转战吕梁经济技术开发

区，她又刷新了人生职业履历，从卫生战线跨

入经济领域，开始了又一次全新挑战。

“近年来，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竞争越来越

激烈，仅仅靠土地、政策优势和热情招待已经

很难得到企业的认可，发展经济也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作为一名招商人，不断提高政

策水平和专业素养是需要，更是必要的。”高

斯琦认为，新形势下，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必须

加强学习。她始终把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

论素养放在首位。因此，她成为了央视财经

频道观众最忠实的粉丝，有时间就研究国家

相关产业动向和政策，经济方面的书籍在她

的茶几案头随处可见。短短 5个月时间她就

对开发区经济运行有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认

知，并完美地融入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实践

中。

采访中，高斯琦脸上洋溢着由衷的笑容，那

是从内心深处散发出的自信。自上任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以来，高斯琦始终毫不

动摇地以多招商、招好商、优服务、见实效为己

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苦干。目前由她

对接服务的项目就有四个，从项目招商对接、签

约落地、手续办理、投产达效、日常监管、政策奖

励等，她提供全链条、全流程、全周期“保姆式”

的服务，有一位领导感慨道：“高局长接受新知

识的能力很强，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对开发区经

济运行分析、产业发展方向和招商引资策略等

有了透彻的理解，高局长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女性风采”。

吕梁经开区成立时间短，区位优势不明

显，招商引资、企业主动上门的少，项目自己

来的可能性也不大。经常会遇到有项目的缺

资金或者有资金的缺好项目，“招商引资”割

裂成了“招商、引资”。一个项目要落地，往往

需要政府产业基金支持、社会资本注入、企业

技术支持三方协作。一环一扣，环环相扣

……说起经开区的发展，高斯琦滔滔不绝!她
对事业像对待家人一样上心，不辞辛劳地出

面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自己

至诚至真的实际行动，她成了吕梁经开区得

力的“宣传员”“招商人”。

“吕梁经开区是吕梁经济转型发展的主

战场、主阵地、主引擎，我就是想实实在在地

做一点事，用自己的所学为家乡的发展尽绵

薄之力”。高斯琦每天早出晚归，平均工作十

三四个小时，周末基本不休息。“在经开区工

作五个月，我增长了见识，提升了能力，但我

深知，在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方面我还是小

学生。”高斯琦深有感触地说。

高斯琦:诚心栽梧桐 痴情引金凤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本报讯 11 月 29 日，天空中还飘零着

雪花，天气也变得格外寒冷，一次“雪中送

炭”爱心行动正在进行，吕梁日报社在临县

招贤寄宿制小学举行“关爱儿童暖被暖心”

活动。

临县招贤寄宿制小学有学生 16人，家

庭条件有限。寒冬来临，吕梁日报社驻招

贤镇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队员冯倬心系

“山里娃”，联系临县志愿者协会为孩子们

提供棉被。当天，临县志愿者协会会长樊

永峰与三名志愿者亲自将 16 床爱心棉被

运送到临县招贤寄宿制小学。其中两名志

愿者是正在休假中的现役军人，得知此次

活动后自愿加入服务行列。

吕梁日报社驻招贤镇工作队和女工委

与临县志愿者协会同志一起将棉被分发到

孩子们手中。接过重七斤多的“暖被”后，

学生们露出灿烂的笑容。“这被子真暖和！”

五年级学生贺鹏飞高兴地说。残疾学生薛

宇阳不在学校，驻镇工作队和女工委同志

去她家后“铁将军”把门，经联系得知她到

离石市区居住，当晚工作队员与女工委主

任张爱荣专程把棉被送给她。

（刘凯）

吕梁日报社开展吕梁日报社开展““关爱儿童暖被暖心关爱儿童暖被暖心””活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