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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家口日报》社总编辑、高级编辑刘勇同志，从事新闻工作26年，从一名坝上地区公社广播站
的通讯员，成长为一份报纸的领军人物，他的成功经历很是耐人寻味。
这部选集收入了刘勇同志撰写的部分新闻作品和新闻业务文论，也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大背景下
，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一家报社的发展缩影，做事做人都在其中。
对我们报业同仁来说，尤其是对在基层工作的媒体年轻人来说，这是一部值得阅读并能从中汲取营养
的好书。
　　这部选集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作品集，它既有具史料价值的新闻报道——通过典型人物和事件，记
录张家口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翻天覆地变化的通讯和深度报道；又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时
俱进的新思想新理念——通过论述如何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厉行新闻改革，展示了张家口日报社
求生存、求发展的办报宗旨；还有全面反映报纸发展策略及实践的经验介绍——微观上包括多方位多
层面新闻写作理论与实践技巧的论述，宏观上包括报纸如何策划长远的良性发展规划。
所以说，这部选集不是简单的作者作品汇编，也是一张报纸的“发展大全”，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突出
特点。
　　我离开新闻实践第一线、离开新闻学研究岗位已经多年了，在这个信息爆炸、传媒翻新的年代，
要为这样一部选集写序言，实在有些力不从心。
好在我曾经主持过十年全国好新闻评选，比较熟悉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三级报纸的基本情况，更与《张
家口日报》社的同仁一直是好朋友。
虽然刘勇同志是后起之秀，但对他我也多有所闻，并有过接触。
他的成功，也是这部作品集中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精神，可以用12个字来总结：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甘于奉献。
这也正是他的根本“体验”。
以《张家口晚报》为例，没有这种精神，他不可能在8年之中，率领这张报纸，由当初的4开4版发展到
现在的4开16版；发行量由1.75万份发展到4.5万份；私人订阅率达到70%以上的规模。
目前报纸的广告收入连年以百万元以上的速度递增，由当初的50多万元增长到1130多万元，一举成为
张家口地区发行量最大、舆论影响力很强、经济实力雄厚、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主要媒体。
这反映出了他和他领导的新闻团队从新闻理念、发展决策到具体实践乃至每篇新闻报道所作出的努力
及其创新力度。
　　实践决定成败。
一件事无论想法多么好，能否成功，最后还要看实践结果。
刘勇同志出生在张北县一个小山村里，高中毕业后做过家乡公社广播站的编辑和报社通讯员，后来又
上师范学院，但不是新闻专业。
由于他从小热爱新闻写作，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新闻实践，不断给报社写稿，终于在毕业四年后的1982
年11月由中学语文教师选调进入了张家口日报社，正式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在他进入报社后，更是夜以继日，深入一线，笔耕不辍，以他擅长的深度报道形式，采写了一系列典
型人物通讯，写了一批很好的评论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不少作品获得省级和全国
好新闻作品奖。
因而他到报社不足一年半就担任了该报农村经济科副科长，第五年就担任了科长，第十年就担任了该
报的领导职务，之后又将日报、晚报编辑部的领导职务一肩挑。
事实胜于雄辩，刘勇同志自身发展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要想成功，就要勤于实践，不怕吃苦
，不怕失败，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创新决定发展。
一件事成功了，一个人成功了，这是一件不易的事，但要保住成功，并且得到发展，更不是一件易事
。
刘勇同志进入报社至今26个年头，事业和人生道路上获得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成功：从职务上来说，有
教师到记者的成功，有副科长、科长到副总编辑、总编辑的成功；从事业上来说，有领导一个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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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有领导一张晚报的成功，有同时领导日报和晚报的成功，还有更多的每次报道、每个宣传战役、
每次改革的成功等等。
成功就是进步，成功就是发展，小成功和大成功之间是发展，成功与成功之间也是发展，次次成功意
味着次次发展，每次发展都蕴含着创新。
比如，《张家口晚报》是他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但晚报的成功经历过多次重大创新：第一次是在社委
会决策下率先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全员聘任制，有效激发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第二次是转变新闻观
念，让报纸参与市场竞争；以市场需要选择新闻，刊发新闻，并在版面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力求内
容独家，传播迅速，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第三次是报社做出重要决策，推行晚报自办发行与邮
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刘勇同志及其团队全力贯彻落实，在张家口地区破天荒地将市场化运作规则引
入报社这一特殊行业，并一举成功。
如此等等，每次发展都伴随着创新，每次创新都带来发展。
这是刘勇同志及其团队引导事业发展并获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现实：要发展就要
创新，创新决定发展。
　　奉献决定命运。
一件事的成功，一项事业的发展，固然可以通过奋斗、创新来实现，但要保证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就得
以持续发展，还需甘于奉献，不计得失。
这是我们从这部选集中可以看到的又一种宝贵精神。
在当今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今天事业有成，明天又被颠覆；又有多少人今天失败了
，明天又登上了胜利之巅；更有多少人沉下去冒出来，冒出来沉下去，反复多次，最终还是胜利了，
并且巩固了胜利成果。
原因就是有人只有取得成功的能力，而无保住胜利成果的德行。
成功了或者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或者计较得失，争权夺利；或者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结果葬送了
事业，也葬送了自己。
刘勇同志自踏入报社门槛那一天起，就处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浪淘沙谁主沉浮？
刘勇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成功人士，不仅靠他的耐力——勤于实践，还靠他的勇气
——敢于创新，更靠他的德行——甘于奉献。
他不怕辛苦，也不怕冒风险，抱定一颗为新闻事业甘于奉献的决心，失败了再来，成功了更上层楼，
既把报纸引上了不断前进的良性发展之路，又通过报纸为本地区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舆论喉
舌作用。
在他亲自采写的报道中，像《山药蛋是咋成大气候的》、《丹心映红六月雪》、《化作甘霖育春色》
和《“死厂”是怎样活起来的》、《架设党与农家的连心桥》和《大江东去不复回》等篇章，不仅文
笔好，而且更像是一首首改革之歌，蕴含着改革之魂，阐发着改革之思。
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30年”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改革者，刘勇同志将自己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社会
的命运紧紧相连，他采写的大量新闻报道文章，凸现出他对国家改革开放大事业的拳拳赤子心。
正因为如此，他和他领导的团队以为报社、为张家口地区的改革开放建功立业为己任；与此同时，他
也为自己选择了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终身的神圣使命。
　　如果真有命运的话，命运对刘勇是公正的。
　　命运就是抓住机遇，刘勇抓住了各种机遇，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我们阅读刘勇的这部作品集，更要学习他的精神——“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甘于奉献”，以成就自
己的事业。
望我们共勉！
　　2008年4月1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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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见证与思考：一个总编辑的新闻实践（上下）》还具有一定的文字审美鉴赏和新闻实践借鉴作
用，其中不少作品具有独到的写作艺术技巧。
通观书中作品，可看出作者思维缜密、语言准确凝练的功力，对文字工作者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这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新闻作品和新闻业务文论集。
书中所收文章，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止于2008年8月。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一个地区改革开放历程的真实记录”，分为“改革之歌”、“改革之
魂”、“改革之思”三辑，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张家口大地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和突出人物，
体裁以通讯、调查报告、评论员文章为主；下编为“一个地区现代报业发展的探索与实践”，分为“
攀登”和“博弈”两辑，记录了作者领导报纸向现代报业转型的思考与实践，微观上有具体新闻业务
技术问题的讨论，宏观上有报纸发展的策略及规划。
《见证与思考：一个总编辑的新闻实践（上下）》对新闻工作者、行政机关工作者和当代历史研究者
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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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勇，男，1954年10月出生，河北省张北县人，大学本科学历。
做过公社广播站编辑、报社通讯员、语文教师。
1982年调入《张家口日报》社，26年来一直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先后担任副科长、科长、副总编辑、
总编辑。
2004年被评为新闻出版系列高级编辑。
　　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无论独立采访，还是团队合作，尤其是采写重要的典型报道，始终坚持一线
。
笔耕不辍。
作者先后采写了一系列典型报道和深度报道，撰写了很多评论员文章，不少作品获得了河北省新闻奖
和全国新闻奖。
其中一些优秀的新闻通讯，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担任报社领导后，十分注意关注现代报业的发展动向和最新理论的研究；注重结合本地、本报社
的实际进行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
先后撰写了一系列理论研究论文，部分篇章发表在《中国记者》、《采·写·编》等刊物上。
在领导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报纸逐步朝着现代报业发展的轨道迈进；特别是引导《
张家口晚报》实行市场化运作，在激烈竞争中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好业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与思考>>

书籍目录

序成功者的体验上编 一个地区改革开放历程的真实纪录第一辑 改革之歌芳草萋萋续篇——二十五载
人未老萋萋芳草谱新篇“死厂”是怎样活起来的——阳原县机械厂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调查续篇——
再访机械厂沧海横流显英雄——油篓沟乡乡村企业顽强拼搏顶滑坡纪实续篇——油篓沟乡演绎的新故
事山药蛋是咋成大气候的——介绍大堡镇农民闯市场的事今日常宁绵羊退化问题应当引起重视队伍建
设好服务基础牢——揣骨疃镇完善双层经营开展社会化服务的调查之一探求最佳方式实施有效服务—
—揣骨疃镇完善双层经营开展社会化服务的调查之二壮大集体经济增强服务后劲——揣骨疃镇完善双
层经营开展社会化服务的调查之三告别传统农业开拓产业化坦途——张北县糖业综合开发经验之一视
角紧盯着乡村服务延伸到农家——张北县糖业综合开发经验之二不搞急功近利坚持先予后取——张北
县糖业综合开发经验之三续篇——带出农业产业化典型创造出中国名牌产品小群体形成产业化的新途
径——涿鹿县农业服务协会发挥纽带作用的调查倒拉嘴乡错季菜造福一方百姓农技与生产结合的新探
索——赤城县开展科技承包的调查科技兴农的尝试——尚义县建立四级农业科技网络的调查科学种田
土生金——大湾台村建设千元田、双千元田的事迹续篇——王棋：兴旺的事业多彩的人生层层抓重点
户领导抓联系户——尚义县发挥科技示范户作用的调查成功之路——土木村集体办企业的调查续篇—
—全市唯一设党委的村全市私家车最多的村农民群众的一个创造——阳原县农民刘志创办股份制皮毛
厂的调查可贵的项目意识——张北镇工业发展探访录这里的企业为何个个兴旺——涿鹿镇75家镇村集
体企业发展探秘一个小集镇的崛起——访蔚县南留庄镇治山治水与治穷致富紧密结合——尚义县开展
小流域治理的调查咬定深层水源不放松——要家庄乡持续四年挖掘地下水的调查栽植“摇钱树”建设
千秋业——大田洼乡建设万亩大杏扁基地的调查确定任务竞争承包工资浮动绩酬挂钩——东堡乡完善
乡干部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查精心谋划力无边——张北县地震灾区重建家园见闻之一众手描绘新蓝图—
—张北县地震灾区重建家园见闻之二物资供应把“三关”——张北县地震灾区重建家园见闻之三万人
会战显威力——张北县地震灾区重建家园见闻之四企业内部改革大有可为阳原土产公司改革经营管理
实现经济腾飞高效益是这样创造的——阳原县造纸厂挖潜、革新、改造纪实转换经营机制激发内在动
力——地区液压件厂走效益型发展道路经验之一推行定置管理创造最佳效益——地区液压件厂走效益
型发展道路经验之二大搞技术改造开拓广阔市场——地区液压件厂走效益型发展道路经验之三闯出来
的生路——地区建筑装潢工程公司翻身记科技是道金矿脉——记东坪金矿依靠技术进步建设矿山的事
燕山酵母是怎样发起来的——河北马利食品有限公司冲刺千万元利税纪实续篇——燕山酵母“大发”
了第二辑 改革之魂丹心映红六月雪化作甘霖育春色——记农民农艺师傅之仪和他的蔬菜研究所续篇—
—一样的健谈一样的乐观绿林丰碑——五棚村原党支部书记陈福带领群众绿化荒山的事迹播种绿色希
望的人——记阳原县造林模范李海架设党与农家的连心桥——张家口市扶贫办主任郭继祥践行党员先
进性纪实以思路拓富路——记张家口市扶贫办主任郭继祥科学化扶贫他编织的梦正变成现实——记阳
原县四十亩滩村养鸡专业户杨建中续篇——走自己的路始终不渝党的形象在这里闪光——记尚义县缸
房村的共产党员们续篇——家庭幸福的王旭东人民富裕的缸坊村敢教黄土变成金——记尚义县农民潘
永和建设高产田的事迹续篇——幸福安详的潘永和拓路人——记农民曹宽围井建园田的事宗旨铭记在
他们心中——记三道营党支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事迹续篇——宗旨铭记痴心不改苏友人生步步生辉
富路在他脚下展开——记养鸡专业户郭文第三辑 改革之思坚持真理就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真理要有紧
迫感——论抓住机遇更快更好地发展谁善抓机遇谁就发展快——再论抓住机遇更快更好地发展宣传好
张家口的优势——三论抓住机遇更快更好地发展抓住机遇务求突破——论把我市开放工作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论农村经济怎样与市场接轨农民是市场的主体——再论农村
经济怎样与市场接轨适应新的变革强化服务机制——三论农村经济怎样与市场接轨要善于研究发现自
己的优势——四论农村经济怎样与市场接轨大胆的创新有益的探索一项重要的决策改革忌“怕”迈开
步子力行改革联合出生产力——从阳原县机械厂起死回生看企业横向联合的重要性要在企业内部做文
章确保自主权很关键加强领导科学规划扎实去干端正思想认识保证改革深化并不否定家庭经营努力实
现我区近期战略目标深化改革的动员会有益的尝试大江东去不复回——我区乡镇管理体制改革述评配
套工作应抓紧认真考核坚决兑现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凭自己的本事创业对乡村企业也要放权加强领导搞
好服务立足竞争艰苦创业走张金的路子观念要跟上形势学习推广阳原经验坚持谁受益谁投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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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扎扎实实建设稳产高产田“龙王”不可信必须靠自己——二论扎扎实实建设稳产高产田大力发展
旱作农业——三论扎扎实实建设稳产高产田认识要高干劲要足——四论扎扎实实建设稳产高产田领导
作风要转变——五论扎扎实实建设稳产高产田绝不放松粮食生产一项大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农田水利建
设不能放松要鼓励农民向土地投资重视农业基础搞好农田建设农民有力量向农业投入思想动员不可缺
少明确主攻方向认真抓好落实旱作农业的新突破加强农业基础夺取农业丰收——二论认真贯彻落实地
委工作会议精神丰年想到灾年再议种植青玉米发挥科技示范户作用——三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克
服侥幸心理抓紧备耕工作——论扎扎实实搞好春耕生产提倡工作指导到户——二论扎扎实实搞好春耕
生产确保春播高质量——三论扎扎实实搞好春耕生产种草方能兴牧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关键是要钻进
去在增产节约上做文章解决好三个认识问题搞好讨论必须触及实际科学管护提高杏扁产量走舍饲育肥
之路大力提倡科学养猪动人的英雄事迹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崇礼张北抗洪抢险英雄们学习致敬可贵
的无私奉献精神下编 一个地区现代报业发展的探索与实践第-辑 攀登要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精心写
作导语——消息写作的基本知识之一全力写好主体——消息写作的基本知识之二学会运用背景——消
息写作的基本知识之三掌握标题技巧——消息写作的基本知识之四漫谈通讯写作的技巧关于报道题目
的选择通讯员写稿要做到“五个一”广搜博取探幽触微——谈《丹心映红六月雪》的采访体会十四年
业务工作之回顾第二辑 博弈解放思想勇敢博弈现代报业市场——赴我省五家报社的考察报告《张家口
晚报》的发展策略及实践对当前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靠先声夺人增强报纸竞争力浅谈媒体
的策划活动浅谈党报社会新闻的操作方式关注重大问题增强引导功能对新时期典型宣传的再认识老总
们要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我是怎样组织指挥抗击非典宣传战的《来自附属医院的报道》的序言咏嘉
诚思想颂时代精英——《律诗百首颂嘉诚》概评生命之树常青天天努力天天成功继往开来再创报业辉
煌党报发行是党的重要工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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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像一个病病歪歪的老人，阳原县机械厂经过十多年艰难的跋涉，到1983年已经濒临绝境：累计亏
损100多万元（其中包括政策性亏损），全厂停产，工人回家“待业”。
　　然而，又经过两年，还是这个厂，却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奇迹。
1984年生产开始复苏，完成产值101万元，实现利润10万余元，上缴税金4.3万元，一举扭亏为盈；1985
年出现腾飞，全年完成产值282万元，实现利润26.3万元，上缴税金10.07万元，一跃成为阳原县工业战
线上的“钢铁巨人”。
现在，他们是张家口煤矿机械制造公司的成员厂。
　　事情的变化就是这样疾速而几乎使你来不及思考。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使这个厂焕发青春的一剂良药就是联合——横向经济联合。
　　那么，这个厂是怎样走向联合，又是怎样在联合中实现起飞的呢？
它还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从困境中走向联合　　阳原县机械厂建于1958年，其间几经转产，数易厂名，现为张家口煤矿机
械制造公司阳原县机械厂。
全厂共有干部职工365人，其中大专毕业生7人，中专毕业生9人，四级以上的工人133人。
产品大部分为煤炭机械铸铁件。
　　这个厂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1969年，全省大打柴油机之仗，他们全面转产X195型柴油机。
由于生产厂家过多，造成产品积压，1979年被迫停产。
1980年底又转产缝纫机，现有设备用不上，又投资十多万元上设备，但是产品出来后销不出去，积压
缝纫机2000多台。
1982年底又临时承做了一批台虎钳，虽渡过了难关，但未解决根本问题。
这期间，他们几度停产，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迫休假，仅1981至1983年就亏损29.2万多元。
　　1984年2月，在屡遭挫折之后，厂领导一班人不得不坐下来进行痛苦的思索，对本企业的现状进行
再认识。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机械厂自有机械厂的优势。
从设备上看，共有机械铸造加工设备一百多台，装备水平并不低。
此外，经过十多年柴油机生产，培养了一批掌握铸、铆、锻、焊和机加工技术的人才。
问题是优势未得到发挥，产品、技术不配套。
就像一辆大卡车，光有发动机，而不去与轮胎、车厢配套，车子就跑不起来。
　　大家思路开阔了。
对，走出去，搞联合。
假如我们是车厢，那就去找轮胎、找发动机。
　　他们经过市场调查，了解到张家口煤机厂有许多煤炭机械部件，寻求有铸造和加工能力的厂家搞
联营生产。
于是，新任厂长姚通文带领技术人员三番五次上门“攀亲”。
张家口煤机厂先给了300个工艺复杂、精度要求较高的轴套加工业务，这些加工业务，对于这个小厂的
综合能力是一个考验。
但是，阳原县机械厂的机加工能力经久不衰，再加上改进了工艺路线，这批活如期完成。
经检验，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要求。
张家口煤机厂感到满意，继而产生信赖，各季度的轴套加工业务相继成交。
联合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以后的业务量越来越大，联合一天比一天紧密。
1984年底，张家口煤机厂把一部分铸铁任务交给这个厂，1985年3月份煤机厂铸铁车间下马，把150
、250、2TS型刮板输送机的全部铸铁任务和部分铸件加工任务交给了阳原县机械厂，产品由原来的几
十种增至上百种，业务额达300万元。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与思考>>

1985年6月，他们又被张家口煤矿机械制造公司接纳为成员厂，两家的生产、经营融为一体，他们共同
走在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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