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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汲取前行力量
农民日报社 冯克

我与《农民日报》的缘分十二年，于报社
四十年历史，于个体四十岁生命，占比接
近。这是一个中国人特别看重的数字，很适
合总结和回望。对我个人而言，最该铭记或
者说最难忘怀的，是从一个怀揣新闻理想星
光的学生，成长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过
程，特别是帮助我成就这个过程的那些人和
他们的故事。

2007年8月8日，入职刚一个星期，第一次
出差就在老家河南撞见了难忘的一幕：一拨农
民跪在我面前哭诉良田被占，另一拨农民冲我
挥舞铁锨，高喊“谁敢乱说，就把他拍死在这
儿”。后来，法院工作人员讲，这是个盘根错节
的“派系之争”，跪着的反而是诬告的一方。事
实证明，也是如此。这个故事告诉我，你亲眼
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记者要多方求证，才
能接近真相。

2011年4月28日，在总编室值班时接到
海南一位彭姓蕉农来电，他带着哭腔说：“不
到一周，香蕉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直线跌到3
元，一年的付出眼看就要打水漂。”原来，有家
媒体在《打药催熟香蕉》的报道中称，乙烯利
催熟香蕉吃了就会恶心呕吐。就是这样一则

未经求证就妄下定论的报道，几乎毁掉整个
香蕉产业和许多蕉农的生计。这个故事教会
我，面对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记者下笔前更
要多掂量掂量这份社会责任，认真核实。

2013年4月23日，在芦山地震震中龙门
乡，上任仅6天、已经4天3夜没怎么睡觉的
乡长陈刚对我说：“我不怕地震，就怕志愿者
拉来物资私自分发给村民。媒体批评我们
阻挠志愿者，可村民有意见啊，说‘为什么我
吃的方便面是康师傅，他吃的是来一桶’。
这种情况下公平最重要，否则真的会出乱
子。”这个故事警醒我，身处复杂舆论场，宏
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绝不只是一字之差，角度
不同，结论往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多方求证、客观理性、全面辩证，采访中
一个个故事教会了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记
者；而故事中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精
神更令我感动，给了我不断前行的力量。

2011年11月26日，在江西赣州采访“赣南
脐橙第一人”袁守根。对于自己亲手引种的脐
橙，袁老多年来心有不甘：“‘纽贺尔’这个音译
的名字始终标明了脐橙的美国血统，赣南脐橙
要在世界果业占有一席之地，终究要选育出自

己的品种。”稿子见报不久，袁老告诉我，温家宝
总理给他写信，支持赣南脐橙发展。我真心为
他高兴。袁老的故事让我体会到坚守的意义。

2013年4月，还是在芦山地震一线，我不
断被亲历的人、事和真情打动。在宝兴县少
年宫的危房里，我和一些志愿者挤在地铺
上，深夜，听到两个貌似情侣的大学生志愿
者小声交谈。女的问：“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救援？”男的答：“我就是喜欢救人的感觉。”
这些平凡人的故事让我感受到大爱的力量。

2014 年初，在欠薪事件频发的年关岁
尾，“一位农民企业家为60多名农民工买机
票，从内蒙古飞回山东老家过年”的新闻，吸
引我们赶到山东平度。村民排着队给我们
讲述，王连强，这个当过村党支部书记的农
民企业家，怎样带富几个村子，捐款改变村
庄面貌，播撒爱心、扶危济贫……王连强的
故事让我知道：事关百姓利益责任重于山。

责任、坚守、大爱，这些大词被平凡人和
平凡事接上了地气，便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在我记者生涯受到挫折、想要退却的时候，
他们的故事就那样真实地感动着我，激励着
我，给了我继续追求新闻梦想的力量。

提笔写稿时提笔写稿时，，蓦然回首蓦然回首，，原来我到报社工原来我到报社工
作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作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相较于四十年而相较于四十年而
言言，，这也是一段不短的岁月这也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心里暗暗说心里暗暗说：：

““哦哦，，原来原来，，我已经是一名我已经是一名‘‘老同志老同志’’了了。”。”
““老老””这个字似乎不怎么好这个字似乎不怎么好，，但是对于现但是对于现

在的我而言在的我而言，，却也算是一种认可吧却也算是一种认可吧——认可认可
我有资格可以更正式地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有资格可以更正式地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做一个阶段性总结了做一个阶段性总结了。。

她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她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白山黑白山黑
水水、、戈壁沙漠戈壁沙漠、、秀丽江南秀丽江南、、遥远家乡遥远家乡，，有风光有风有风光有风
景景，，也有风沙有风暴也有风沙有风暴。。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在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在
发生发生，，时代的风起云涌时代的风起云涌，，岁月的沧桑变迁岁月的沧桑变迁，，比想比想
象中精彩象中精彩，，比预期中无奈比预期中无奈，，没有好和坏没有好和坏，，只有最只有最
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年轮变得无比宽让我们的生命年轮变得无比宽
广广。。人何其渺小人何其渺小，，不过沧海一粟不过沧海一粟，，努力维持平努力维持平
常心常心，，放低自己放低自己；；人又何其伟大人又何其伟大，，成就万物成就万物，，在有在有
限中寻找无限的可能限中寻找无限的可能，，不轻言放弃不轻言放弃。。

她让我看到了一群更努力生活的人她让我看到了一群更努力生活的人。。纵纵
使生于苦难使生于苦难，，也要向上生长也要向上生长。。采访过大山里的采访过大山里的
孩子孩子，，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却坚持每天读诗却坚持每天读诗、、
踢足球踢足球、、画画画画，，这是他们通向更大世界的窗口这是他们通向更大世界的窗口；；
有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打工者有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打工者，，只能维持一般只能维持一般

的生计的生计，，却依然尽己所能努力帮助他人却依然尽己所能努力帮助他人、、救助救助
更弱势的群体更弱势的群体；；有人在灾难中家破人亡有人在灾难中家破人亡，，伤痕伤痕
永远无法愈合永远无法愈合，，眼泪早已经干涸眼泪早已经干涸，，仍坚持着站仍坚持着站
立起来立起来，，于废墟上重建一个家……在那些匍匐于废墟上重建一个家……在那些匍匐
和挣扎中和挣扎中，，在那些疲惫的身影和呢喃中在那些疲惫的身影和呢喃中，，在那在那
些不屈的呐喊与对抗中些不屈的呐喊与对抗中，，我失落我失落、、沮丧沮丧、、遗憾过遗憾过，，
但更多的是珍惜但更多的是珍惜、、了悟了悟、、豁然豁然，，是学习更好地用是学习更好地用
文字向生活致敬的昂扬斗志文字向生活致敬的昂扬斗志。。

她让我更加明白了记者两个字的含义她让我更加明白了记者两个字的含义。。
毕业实习时在毕业实习时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和老师一起参和老师一起参
与过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报道与过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报道。。半夜半夜，，一大群一大群
人在工地上围着我们人在工地上围着我们，，希望我们为他们做主希望我们为他们做主，，
那种场面很震撼那种场面很震撼，，也强烈地刺激着我作为一也强烈地刺激着我作为一
名媒体人名媒体人““铁肩担道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妙手著文章””的使命的使命
感感。。后来我来到了专业的后来我来到了专业的““三农三农””媒体媒体，，真正真正
地走近了农业地走近了农业、、农村农村、、农民的时候农民的时候，，更深刻明更深刻明
白白““三农三农””这两个字的含义这两个字的含义，，明白一名明白一名““三农三农””
媒体人的担当媒体人的担当。。以前觉得记者是侠客以前觉得记者是侠客，，现在现在
知道其实不过是书生意气知道其实不过是书生意气，，因为侠客不只有因为侠客不只有
心肠心肠，，还要有功夫还要有功夫，，没有功夫胡乱打抱不平没有功夫胡乱打抱不平，，
只会变成炮灰只会变成炮灰。。我们要有配得起心肠的能我们要有配得起心肠的能
力力，，才能真正做好事情才能真正做好事情。。

她让我以一种更加开放她让我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包容的心态，，
去看待这个世界去看待这个世界、、理解这个社会理解这个社会、、审视我们审视我们
的人生的人生。。十七年来十七年来，，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从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从
事新闻评论工作事新闻评论工作。。虽然不像其他一线记者虽然不像其他一线记者
那样有更多机会跑遍祖国大好河山那样有更多机会跑遍祖国大好河山，，但常年但常年
的研究与写作的研究与写作，，却更好地锻炼了自己理性看却更好地锻炼了自己理性看
待生活的态度待生活的态度、、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辩证辩证
分析问题的视角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偏激不偏激、、不盲从不盲从，，不被带不被带
节奏节奏。。能更从容平静地接受失败能更从容平静地接受失败，，理解苦理解苦
难难，，适应挫折适应挫折。。并且在明了之后并且在明了之后，，依然始终依然始终
满怀激情地战斗满怀激情地战斗。。

曾经想过曾经想过，，如果不来如果不来《《农民日报农民日报》，》，我会我会
去哪里呢去哪里呢？？一定还是会做记者的一定还是会做记者的，，这是我一这是我一
生的职业追求生的职业追求。。换一个媒体换一个媒体，，也许还会从事也许还会从事

““三农三农””新闻宣传新闻宣传，，也会有希望和不希望的成也会有希望和不希望的成
长长，，但是一定不是我周围这些人的陪伴与激但是一定不是我周围这些人的陪伴与激
励励，，一定不是一定不是《《农民日报农民日报》“》“为农民说话为农民说话、、让农让农
民说话民说话、、说农民的话说农民的话””立场的指引立场的指引，，一定不是一定不是
一个四十年一个四十年““三农三农””媒体底蕴和价值观的滋媒体底蕴和价值观的滋
养养。。那那，，就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我就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我。。

向过去的岁月致敬向过去的岁月致敬，，向生生不息向生生不息、、永远永远
奔腾向前的生活致敬奔腾向前的生活致敬！！

向岁月致敬！
农民日报社 施维

心未老，鬓已斑。猛一回首，看到 1984
年8月那个少年意气的我，21岁，刚刚大学毕
业，从南国故乡的丘陵山脉，奔向祖国北方
的旷野平原，像一粒尘埃融入首都北京的林
立高楼、万家灯火，在当时还叫《中国农民
报》的报社万寿路办公区和集体宿舍找到了
安身立命之所。

20世纪80年代，社会开明而人们普遍富
有理想朝气。那时，单位里称社长、总编辑、
部门主任，只是在姓氏前面加个“老”，表示
尊称，比如老李、老张、老朱、老安、老柯、老
莫、老黄、老杨。对年轻的部主任，则直呼其
名，比如振伟、李栩等，感到亲切。

老社长李千峰，延安时期的资深记者，参
加过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报道，做过人民
日报社记者部主任，来《农民日报》之前是副
部级。他为人儒雅、谦和、厚道，开会说话慢
条斯理，谈工作、谈人生，像喃喃自语，像和朋
友谈心，虽然记不清他具体讲过什么，但那语
调和说话的神态，甚至他走路时略微前倾弯
曲的腰身以及从容不迫的步履，都有一种特
别的气场和魅力，那是经历过大世面者才有
的印记，是经历激流奔涌后的静水深流。

老总编张广友来自新华通讯社，是一

位记者型的领导，为人率性、交游甚广、思
想敏锐，报纸头版经常推出他撰写的很有
深度的推动农村改革、呼吁破除城乡二元
结构的编辑部文章。比如《决策的城市化
倾向》一文，是我见过较早揭示我国工农业
产品价格“剪刀差”，肯定农民群体为国家
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呼唤城市反
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文章，可谓振聋发
聩，实为后来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之先
声。他们的这些特点带到了新闻工作中，
就增强了报纸的思想锐气。

我还特别难忘官伟勋、安子贞、黄实、杨列
慎等前辈报人。官伟勋当时任报社编委兼总
编室主任，在我刚入职报社时，即让我们年轻
人有机会接触阅读胡耀邦、万里、田纪云、杜润
生等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充满激情、良知、
思想光芒和逻辑力量的内部讲话记录稿。领
导人对农民的真挚情感、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清
醒把握、对农村改革高屋建瓴的精辟阐述，像
磁铁般吸引我，让我心潮澎湃，使我很快从一
名中文系毕业的文学青年，转变为一个干一行
爱一行的“三农”新闻宣传工作者。

杨列慎老师在我心目中亦师亦友。我
与他共事时间最长，从总编室，到评论部，再

到周末版编辑室，他是领导，我是兵。但他
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只是给我创造更好的环
境、平台让我尽情发挥业务所长，我们有聊
不完的话题。杨老师经过大风浪，阅人无
数，学识渊博，从他那里，我收获了审视社会
人生沧桑浮沉的超然视角和感悟。

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作文与做人。那
时老作家孙犁还健在，时常发表散文新作，
每一篇都能引发我们的谈兴。像咀嚼一枚
橄榄，读后便一起赏析寻味其好在哪里。有
一次，杨老师拿到报纸先读过了，又递给我
看，待我读完，才问我，文中哪段话给我印象
最深？杨老师认为，一篇好散文必有“文
眼”，他这是让我找文中最能揭示主旨、升华
意境、涵盖内容的关键性词句。然而他并不
是考我，而仅仅意在享受这种半游戏状态中
两人灵犀相通的会心一乐。孙犁人品文品
皆一流，大抵我们为文做人也要瞄着这样的
高标准，这就是“取法乎上”。

报社可亲、可爱、可敬的同事很多，限于
篇幅，挂一漏万，信笔至此，无非想彰明一个
事实：我们农民日报社自有其高贵不俗的文
化基因和精神传统。愿一代代农报人薪火
传承，恢宏之，光大之！

您是我心中屹立的风景
农民日报社 程天赐

我叫刘五代，来自河北省顺平县蒲上镇伍郎村。
从2010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当时叫农业部，为农民办实
事，向20万个行政村赠阅《农民日报》，这是一项改善农
村信息获取、培育高素质农民的重要举措，深受广大农
民群众的欢迎，我们村就是受惠村之一。

村里获赠《农民日报》，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
了。通过十年来的学习、了解，我感觉《农民日报》就是
农村发展经济的科技助手、时刻守护在农民身边的专
家老师。通过她，我们不但能及时了解到国家涉农的
方针政策，还能了解实用的科技信息、最新的农业科技
成果。

《农民日报》是农民学用农业科技的第一选择。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普及，
农民获取农业科技知识的途径日益增多、内容也更加丰
富。但从伍郎村实际来看，村中以中老年人居多，并且文
化水平也都不高，人们更喜欢依靠报纸来学习科技知识、
获取市场信息。另外，报纸还容易保存、便于查阅。再加
上《农民日报》内容丰富，惠农政策、先进科技、市场信息
等样样俱全，基于这3点，农闲之余阅读《农民日报》，便
成为老乡们的第一选择。

《农民日报》开拓了农民的致富门路。实用的农业
科技知识是广大农民朋友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农
民日报》为农民提供了种植、养殖、加工、农机等实用的
科技知识和致富信息，开拓了农民的致富门路，为农民
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指导，促进了农村经济健康快速
发展，从而为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打下坚实
的基础。

伍郎村紧邻顺平县城，地处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先前是县里的粮食
主产村，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如今，瓜果大棚成为农民群众发家致富的
主要门路。张新未是伍郎村设施大棚建得最早、发展最好的人，他建大棚
就是得益于《农民日报》。张新未很爱学习，自打村里有了《农民日报》，张
新未基本上是每期必看；他也很有心，每次来村委会看报，都带着笔和本，
把觉得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多年的积累，让张新未思路更灵活、信息更
灵通，同样种植设施大棚，他的收入比一般的种植户要高一两倍。

《农民日报》紧贴农村发展实际，信息量大、实用性强、可读性强，特别
受农民群众喜爱。伍郎村广大群众既是《农民日报》的受益者，也是《农民
日报》越办越好的见证者。在此，我代表伍郎村群众向报社说声感谢，祝
愿《农民日报》40岁生日快乐！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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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驻村干部。我所在的河头上村是贵州省毕节市
纳雍县新房乡一个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寨。驻村两年，我
所在的村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这离不开《农民日报》对我们
的启发和帮助。

驻村以来，700多个日日夜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
一种忙碌而宁静的生活，获得了很多艰辛和喜悦。因为忙，往
往是脸未洗，就开始接待来访的村民，丢掉了胭脂水粉，丢掉了
闲时洗洗脸、美美容的生活习惯；常年走村串户、在田间地头和
老百姓一起春耕秋收，共谋产业发展。

驻村期间，我交到一位朋友，她叫“农民日报”，在一个没
有网络的村寨里伴我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作为第一书记，
当好党的政策宣传员，是我一项重要的工作。政策把握不充
分、缺乏农村工作经验是我的短板，所以我每天坚持阅读《人
民日报》《农民日报》等报刊，尤其是《农民日报》上解读政策的
评论、全国各地典型的经验、农业技术服务等，都是我反复学
习的内容。

我不仅个人自学，还利用工作之余为村民读报。不论是时

事新闻还是重要的“三农”方针政策，我都尽量用村民能听明白
的话来表达，一时间，吸引了不少农民朋友听我读报。大家都
说：“别小瞧每天这一小段时间，我们都长了不少见识，了解了
党和国家‘三农’好政策，学会了农业生产的各种实用窍门。这
些知识点滴积累起来，用处可大了！”老百姓的肯定更加坚定了
我为大家读报的信心和决心。今后，我也一定会把这项工作坚
持下去。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对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有着无比
深刻的体会。《农民日报》的送报活动对我们的支持是实在的、
有效的，我们非常感谢这种支持和帮助。最后，对《农民日报》
的发展提一些小建议：一是期待报纸多做有探讨性的报道，尤
其是对乡村振兴中具有探索性的实践、乡村发展模式等多做分
析，多介绍全国各地“三农”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二是希望

《农民日报》的送报活动能够持续开展下去，并将送报的覆盖面
扩大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是全部贫困户，期待上级部门能
够将这项惠民政策坚持下去。最后，祝愿我们的良师益友《农
民日报》越办越好！

我的良师益友
贵州省纳雍县新房乡河头上村第一书记 方茜

有人说有人说，，缘分就是邂逅的美缘分就是邂逅的美。。而我要说而我要说，，缘分就是缘分就是““金点金点
子子””产生效益的美产生效益的美。。我和我和《《农民日报农民日报》》的结缘的结缘，，还得从还得从 20162016 年年
99 月说起月说起。。我们长洲区是全国第一批农村集体股份权能改革我们长洲区是全国第一批农村集体股份权能改革
试点县区试点县区，，时任农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负责人高飞到我们村时任农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负责人高飞到我们村
采访时采访时，，被我们村优美的自然风景吸引住被我们村优美的自然风景吸引住，，建议我们结合建议我们结合““股股
改改””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产业兴旺促进产业兴旺、、带动脱贫致富带动脱贫致富。。同时他还同时他还
向我推荐向我推荐《《农民日报农民日报》，》，建议学习他乡经验建议学习他乡经验，，找准振兴富万村找准振兴富万村
的新路子的新路子。。

当我慢慢接触当我慢慢接触《《农民日报农民日报》》后后，，才发现在她的大千世界里才发现在她的大千世界里，，
有许多鲜活的案例和精彩的解析有许多鲜活的案例和精彩的解析，《，《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神州热土涌神州热土涌
春潮春潮》《》《承包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三权分置””——赋能活权润乡野赋能活权润乡野》》……一篇又一……一篇又一
篇贴近农村改革篇贴近农村改革、、为农民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的稿件像磁铁一为农民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的稿件像磁铁一
样深深地吸引着我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从此我就成为从此我就成为《《农民日报农民日报》》的忠实读者的忠实读者。。

20172017 年年，，区里确定我们村创建广西乡村旅游区区里确定我们村创建广西乡村旅游区，，我们不我们不
敢懈怠敢懈怠，，建设葡萄园建设葡萄园、、修环村路修环村路、、整治环境整治环境。。可是可是，，在推进过在推进过
程中程中，，群众宁愿土地丢荒也不租地群众宁愿土地丢荒也不租地、、宁愿不通路也不让地宁愿不通路也不让地，，有有
的群众不积极参与的群众不积极参与，，甚至阻挠施工甚至阻挠施工，，几个项目难以推进几个项目难以推进，，可把可把
我急坏了我急坏了。。结果可想而知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村没有通过自治区的验我们村没有通过自治区的验
收收。。这一打击让我十分气馁这一打击让我十分气馁。。当读到当读到《《农民日报农民日报》》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专版一篇名为专版一篇名为《《乡村振兴看湖州乡村振兴看湖州》》的文章时的文章时，，文中提到文中提到，“，“农民农民
是乡村主人是乡村主人，，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必须重视必须重视‘‘共赢共享共赢共享’。’。如果农如果农
民不参与其中民不参与其中，，不能共享发展成果不能共享发展成果，，这个产业发展再好这个产业发展再好，，也是也是
巨大的缺陷……巨大的缺陷……””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思想启发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思想启发，，那就是必那就是必
须找准导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原因须找准导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于是于是，，我们以乡村我们以乡村
旅游为依托旅游为依托，，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建立建立““企业企业++合作社合作社++农农
户户（（贫困户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的利益联结机制，，打造特色水果采摘基地打造特色水果采摘基地、、举办举办
乡土特色旅游节庆活动乡土特色旅游节庆活动，“，“旅游饭旅游饭””提高了我们村的人气提高了我们村的人气，，也也
让村民增加了收入让村民增加了收入。。

干好工作干好工作，，用思想武装头脑必不可少用思想武装头脑必不可少。。为了拓宽村民的视为了拓宽村民的视
野野，，我们专门组织村民学习我们专门组织村民学习《《农民日报农民日报》》上宣传的各地上宣传的各地““三农三农””实实
践的先进经验践的先进经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党支部发动大伙儿参与党支部发动大伙儿参与

““三清三拆三好三清三拆三好””活动活动，，扩大葡萄园面积扩大葡萄园面积、、新建稻鱼基地新建稻鱼基地、、花田花田
等等。。现在现在，，村子正发生很大的变化村子正发生很大的变化，，人心齐了人心齐了，，产业旺了产业旺了、、村庄村庄
美了美了，，我觉得我觉得，，这离不开这离不开《《农民日报农民日报》“》“金点子金点子””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帮助。。

《《农民日报农民日报》》就像是我村振兴的引路人就像是我村振兴的引路人，，告诉我哪里是坦告诉我哪里是坦
途途，，哪里是方向哪里是方向。。经常阅读经常阅读《《农民日报农民日报》，》，让我了解外面的世界让我了解外面的世界，，
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差距在哪里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今后我一定会坚持带动我们今后我一定会坚持带动我们
村更多的党员群众读报村更多的党员群众读报、、用报用报，，促进我们村更好地发展促进我们村更好地发展。。

汇集乡村振兴“金点子”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倒水镇富万村党总支书记 莫振华

编者按：时光荏苒，春华秋实。一代
又一代农报人辛勤耕耘、砥砺奋进，书写
了爱农为农的光荣历史；广大读者朋友
一路相伴，给予了我们最有力、最暖心的
支持厚爱，让《农民日报》根深叶茂。

值此农民日报社 40 周年社庆之际，
我们选登一组报社职工和读者朋友的精
短小文，从个体视角为您讲述“我与农报
40年”的不解情缘和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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