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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吕梁日报》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初

入职场时阅读《吕梁通讯》以提升写作技能，到

后来积极为《吕梁日报》投稿，成为一名特约通

讯员，吕梁日报社为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

平台和采访实践机会，让我得以在新闻道路上

不断进步。”2月 2日，吕梁日报社《风华五十载

<吕梁日报>创刊五十年集珍》新书发布。座谈

交流会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吕梁市分行退休

干部渠明廷话语间更多的是感激。

渠明廷发自肺腑的深情讲述，有对《吕梁

日报》发展变革的深刻记忆，也有与《吕梁日

报》同成长、同发展的最切身感受，更有对《吕

梁日报》精神情感的最直接寄托。

而这其中的渊源还得从 50年前说起。

1973年 1月，渠明廷在原吕梁地区贺昌中

学毕业后，被分配“上山下乡”，成为一名返乡

知青。1974年春，向来清闲不住的渠明廷担任

离石县贺家山村团支书，还有幸出席过离石县

首届青年积代会。这个闲下来就找事干的大

半小子一逮空就跑到位于原吕梁地委院一楼

的《吕梁通讯》编辑部“投稿”，每一次敲门，都

小心翼翼，生怕失了礼。

渠明廷从学生时代就对文字痴情，一直梦

想着自己的文字哪一天能够变为铅字，在报纸

上“露面”。第一次叩开《吕梁通讯》编辑部的门

时，一位戴眼镜的编辑笑脸相迎，让座、递水，温

文尔雅，对渠明廷热情不减。让这个本来就对

文字、对文化单位敬佩的山里后生深刻感受到

了报社的神圣，编辑们是如此的可亲可敬。

渠明廷后来才知道，第一次接待他的编

辑，是《吕梁日报》的老报人，叫彭化高。在仔

细浏览了渠明廷递交的几篇诗稿后，彭化高肯

定了渠明廷的写稿热情，并对几篇诗稿进行当

面指导。这种耳提面命的教诲，是渠明廷这辈

子难以忘记的。

1976年麦收季节，渠明廷用笔名“渠汇江”

写的一首诗歌在《吕梁通讯》发表。这首诗不

长，比“豆腐块”还小，但是渠明廷在看到报纸

后，激动地几个晚上没能睡过一个囫囵觉。当

时，渠明廷还在方山县大武酒厂工作，当拆开

《吕梁通讯》编辑部寄来的报纸时，同事们围坐

在一起翻找着渠明廷的作品。当看到“渠汇

江”三个字的时候，整个木工房沸腾起来，一大

群人开酒祝贺，看着大伙刮目相看的眼神，渠

明廷更加坚定了写作的决心。

再后来，诗歌《高擎战旗向前冲》《毛选五

卷发给咱》《社员怀念毛主席》《考上考不上，干

啥都一样》等相继见报，渠明廷一有空就拿起

笔和本，写写画画、修修改改。

春节前夕，记者专程来到位于市区袁一路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吕梁市分行家属院的渠明廷家

里，已经 71岁的老人径直把记者带到自己的书

房，一大推、一大摞，显得有些杂乱的东西不是报

纸，就是剪报本，密密麻麻一大片。别人看上半

天也找不到头绪，而老人清醒得很，哪张报纸有

他的作品，里面写的内容什么，他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剪报本是哪一年限的，他了如指掌、心知肚

明。书橱里摆放着的各类书籍和一本本荣誉证

书无不述说着这位老人对文字的执着和坚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大报纸、杂志因为工

作需要会外聘一批热爱新闻事业和文字写作的

人员，他们没有正式的新闻编制，行内称他们为

“通讯员”，也有的人称他们为“土记者”。

渠明廷就是这批人中的其中一位。

渠明廷先后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在不同的

岗位历练，他当过农民、干过工人，也做过办公

职员，但是一直不变的是他对新闻写作的热

爱。工作之余，他总会拿起笔和本，背着一个

简单的背包去找新闻，坚持业余时间给报刊投

稿，从未间断，一写就是五十年。在方山化肥

厂缓建重返农村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在日记

本里用诗歌表达着理想和梦想。1998年，渠明

廷在吕梁农业发展银行吕梁分行首批扶贫点

石楼县永由村驻村，用自己的诗歌呼唤农民从

贫穷的思想中觉醒过来，在《吕梁日报》重要位

置发表了《唤醒穷乡泥腿子，激战吕梁锡崖沟》

《一年走了千年路》的新闻报道，引起了巨大反

响。文章发表不久，新华通讯社吕梁工作站的

记者专门采访吕梁农业发展银行吕梁分行驻

村工作相关事迹，以《情洒永由村》为题发表在

了当时的《经济参考报》。1986年渠明廷创办

吕梁地区《信用社园地》,由于当时电脑、打印

设备缺少，渠明廷亲自在蜡版上刻字印发宣

传，采、编、排、校、发一系列工作他都要亲自参

与，随后，《信用社园地》扩版，改为了《信用社

小报》。“小刊物办了两年多时间，有 20 多期，

在吕梁乃至省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现在

提起这件事，渠明廷依然引以为豪。

由于善于观察，善于挖掘素材，发现“鲜

活”新闻，再加上多少年的写作历练，无论是新

闻报道，还是小的诗歌，在渠明廷笔下都显得

接地气，亲切感人，在许多读者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50年来，他先后被《山西市场信息报》

《山西工运》《全国华夏金融周刊》《福建银坛

望报》聘为特约记者，在《人民日报》《农民日

报》《山西日报》《吕梁日报》等刊物发文作品达

300余篇。曾被授子“当代中国最具社会影响

力英模人物”称号，在 2011年 2月获“环球时代

杰出人物特殊贡献奖章”。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渠明廷嘴

上经常说的一句话。退休后的渠明廷移居南

京，虽古稀之年，但仍坚持写作。他会用一首

优美的诗歌去赞美小区的活动，会关注家乡的

变化，即兴编发一些小段子发出来，也时不时

参加一些文学笔会。在他影响下，侄儿渠永红

高考后选报了兰州大学的新闻专业，毕业后给

广州一家企业办报；女儿渠水源赴美留学后在

香港也从事媒体工作，就连侄女的儿子也在北

京从事媒体工作。现在的渠明廷衣着朴素，生

活简朴，却豁达乐观，精神饱满。

记者问，“这一生你给孩子们留下了什

么？”渠明廷指着摆在茶几上杂乱无章的老旧

报纸、杂志，神情依然坚定！

““编外记者编外记者””渠明廷印象记渠明廷印象记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王瑞

图为渠明廷正在翻阅剪报本。 王瑞 摄

人物 速写

本报讯 （记者 李亚芝） 正月十五花

灯俏 ，龙腾狮跃庆丰年。元宵节当天，由

临县文化局组织的近千名秧歌展演队在县

主要街道举行秧歌展演，“咚咚锵锵”的锣

鼓喧天，秧歌队彩扇飞扬，神采奕奕，扭着

欢快的秧歌。街两边人潮攒动，都来欢庆

这热闹的元宵节，人群中，不时地有人说

“扭得真好，今年的元宵闹得真红火”。人

虽多，但是却也没有失了秩序，人们都自觉

地站在路两边，以便秧歌队扭出最好的状

态，临县公安民辅警也一直在现场巡逻，维

持秩序。

就在人们都沉浸在秧歌的喜悦中时，突

然听到在熙攘的人群中听到“有人晕倒

了！”。周围的人都把目光都转向这边，正在

一旁巡逻的执勤民警见状，立即跑过来，看

到晕倒的是一位老人，还一直吐着白沫，执

勤民警立即开展救助工作。辅警曹小丽不

断尝试与其交流，问他还好吗？为了防止老

人被呛，曹小丽二话没说就俯身跪到老人身

边为他清理口腔异物，一边安抚其情绪。老

人说话不清，但是可以确定意识还比较清

醒。在此期间，附近药店的护士，听说了情

况，也拿着速效救心丸主动过来帮助救人。

与此同时，临县公安局党委委员高树平第一

时间闻讯赶来，立马组织执勤民警疏散了周

围群众，并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正值秧歌表演，交通管制，120救护车不能很

快到达现场，高树平委员果断组织交警开通

绿色通道，指挥警车将晕倒老人送到医院。

看到警车护送老人到医院后，周围人都为曹

小丽和药店的护士投来赞许的目光，并夸赞

临县公安有担当善作为，是人民的好警察，

为临县公安点赞。

据了解，为确保巡演活动平安有序进

行，临县公安局组织交警大队、辖区派出所、

巡特警大队、反恐大队及相关科室共计 100
余名民警，提前介入，对展演队伍沿途经过

路线两旁的建筑围墙、楼房、广告牌等进行

了认真筛查，及时消除了潜在险情隐患。对

展演队伍的重要道路两侧停留的车辆、摊贩

进行了清理，展演期间，执勤民警严格按照

县公安局事先制定的周密方案，加强对展演

现场人员车辆的指挥疏导，通力协作，全力

配合，有力确保了秧歌展演活动的顺利进

行，圆满完成了秧歌展演安保工作。

送往医院后，辅警曹小丽紧张的心才

稍微放松下来，又立即转身投入到了巡逻

中。事后曹小丽说起当时的情形，“听到有

人晕倒了，心里只想着怎么救人，这是一名

警察的职责。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

的事，心里也很紧张，自己家中有老人，照

顾老人有点经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到达医院后，执勤民警带着老人一路奔向

医院急诊科，与值班医护人员沟通说明情

况 后 ，医 护 人 员 迅 速 对 老 人 进 行 检 查 治

疗。目前，老人已恢复健康。

你“闹”元宵 我“护”平安

临县公安局为平安团圆保驾护航

孩子的教育，家长责无旁贷。前些

天，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在等红灯。发现

一个骑电瓶车的女子，后座上带着小孩，

飞快地闯着红灯，就行驶过去了。还有

一次，也是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的一所

学校正在放学，孩子们簇拥着走出校

门。我看见，一个接孩子的家长，应该不

是爷爷就是外公。看到红灯后，这位老

先生，不是停下来等红灯，而是独自一

人，飞快地从斑马线跑到马路对面，边跑

边招呼孩子，也跟他闯。他过去了，但孩

子仍站在马路对面，坚持等红灯。我隐

约能听到那位老先生，嘴里骂骂咧咧，好

像是嫌孩子，不跟他一起闯红灯。你看

看，这样的两个家长，是怎么当的，是怎

样做表率的。

教育，不能全部都依靠学校，家长是

孩子教育的直接责任人，也是第一责任

人。这其中，家长的言行举止，行为规范，

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我相信，在

学校时，老师肯定讲交通规则时，给孩子们

讲过：红灯停，绿灯行。那个遇到红灯时，

不过马路的孩子，就懂得红灯不能闯，而那

位闯红灯的老先生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家

长，就没有起到一个好的带头作用。还有

那个骑电瓶车带小孩闯红灯的女子。这

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

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主

要是教会孩子知识技能和提供解决问题

的方法和思维训练。日常的行为规范，主

要靠家长来教育。比如坐有坐相，站有站

姿，吃有吃相；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尊

老爱幼，尊敬老师，邻里和睦，团结同学，与

人为善，等等。这些，都要靠家长自己的一

言一行来做表率。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

理，大家都懂。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些

家长就是起不到模范带头作用，关心和爱

护孩子，不只是给他们吃肯德基、汉堡包、

牛排。更要紧的是关心他们的行为规范，

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家长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每一个家长都应率先垂范，树

立榜样。

家长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

□ 李 峰

本报讯 （记者 李亚芝） 社区

矫正工作是平安建设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重塑新人使命光荣、守护平安

责任重大。为标本兼治加强社区矫

正对象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心理矫

治的干预和疏导作用，进一步持续

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效果，孝

义市司法局立足治本，构建“三个

一”体系，拓展心理矫治工作“心”路

径，取得明显的矫治效果。

成立一支心理矫治工作小组。

该司法局于 2023 年 11 月份通过政

府采购形式聘用孝义市慧慧心理咨

询工作室为本局为期十个月的心理

咨询辅导服务机构，并成立了由市

局分管副局长任组长，社区矫正管

理局、工作室和各司法所相关工作

人员为成员的孝义市社区矫正心理

矫治工作小组。工作室定期对工作

小组组织学习和研究心理矫治知

识，总结心理矫治工作中取得的经

验和存在的问题，共同分析探讨有

效的心理矫治方法和措施。

开展一次心理健康评估排查。

孝义市现有社区矫正对象 280 余

名，监管人数众多，人员情况复杂，

思想心理状态不一。有的放矢开展

心理矫治工作刻不容缓。为有效提

升心理矫治效果，该司法局以司法

所为单位，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委托工作室派出有资质的心理咨询

师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心理咨

询等方式对各司法所监管的社区矫

正对象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性格

特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地

评估排查，针对有焦虑症状的社区

矫正对象采取了“一对一”“面对面”

的心理健康疏导；对有严重行为偏

差、存在心理疾病的社区矫正对象，

当面进行危机干预或心理治疗，直

至缓解或消除其心理问题。截至目

前，高阳镇、中阳楼街道、大孝堡乡、

梧桐镇四个司法所已开始试点工

作，69名社区矫正对象已完成了初

步评估排查。

完成一次心理状态全面提升。

为避免传统式的“思想工作教育”，防止简单价值观念灌

输，该司法局不断优化心理矫治内容和形式，按照山西省

司法厅开展的社区矫正对象安全隐患排查活动文件精神

要求，在对社区矫正对象排查中，采取人文关怀，积极向

他们传授科学的心理知识，教他们科学进行自我心理调

节的方法，引导或帮助他们逐步消除心理障碍，对排查中

发现的有重大家庭变故、心理疾病的社区矫正对象做到

了提前干预，确保监管有效，心理状态提升，达到“事心双

解”的目的。

通过阶段性心理矫治，许多社区矫正对象放下芥蒂，

敞开心扉，以轻松自信的状态迎接未来生活。心理矫治

工作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该司法局将继续坚

持一手抓监管，一手抓心理矫治，不仅提升了社区矫正对

象认识自我、提高自我价值的意识，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预防和减少了重新违法犯罪，以“心”路径引导社区

矫正对象从“心”出发，筑牢社区矫正安全防线，切实维护

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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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为守护群众平安过节，市公安机关积极联合文旅部门在全市组织开展“幸福过大年 平安游山西”春节宣传活动，离石公

安分局民辅警坚守岗位，全力维护景区秩序，保障游客安全，打造假期“平安游”“舒心游”。 李亚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