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青年报的缘分既是偶然也

是注定的。

事情缘起1979年年初，团市委

决定停办《上海团刊》、恢复在文革

中停刊了十多年的《青年报》。为此

在将要休刊的《上海团刊》上发起了

一个“假如我办青年报”的意见征

集。当时我还在一个基层单位担任

团组织书记，而且本身也是一个青

年。一时有感而发、兴之所至，一条一

条写了一千多字。因为不是有奖征

文，也非写作征稿，写完寄走就过了。

没想到，这篇建议刊登在了《上

海团刊》休刊的最后一期上。直到

我进入青年报之后，某次听报社主

持工作的副总编马福龙（我们都叫

他老马）说起，当时总共收到了三千

多篇应征建议，之所以选择了我这

篇，“第一印象是字写得不错”，当然

主要还是征文里提出“《青年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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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青年知心朋友”的几条想法，符

合报社编委会的复刊办报宗旨。刊

登这篇建议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也第一次让我强烈感受到《青年报》

的定位和报风，是真实的、真诚的。

正式进入青年报前，报社和团市

委我没一个熟人。在完全不知情的

情况下，团市委一位副书记和报社领

导花了很大精力把我调入报社。我

记得第一天报到，就让我采写了人生

第一篇署名“记者”的报道；第一个季

度，就派我采写了被《中国青年报》和

《人民日报》转载的“大通讯”；第一年

年底，我就被报社送到中央团校专修

班学习；甚至第二年就被报社推荐成

为全国最年轻的记协理事；才过而立

之年，就接过管理百万发行量报纸的

责任。当时的我感恩、珍惜，睡在办

公室里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但也有点

以为这种进步是自然而然的。经历

了许多年世事沧桑，越到后来我才越

发觉，这种不拘一格的培养扶持，需

要当年领导者和报社同仁多么大的

良善之心和宽阔胸襟！

青年报有一种高尚而又民主的

氛围，支撑它的是理想、责任和良

心。这种氛围深刻影响了我和我同时

期的青年报人。我们所有的思索、激

情、创新、勤奋，都来自这个源泉。办

报要为青年人着想和服务，成为我们

不变的情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青

年报》率先辟出“为您服务”栏目，为青

年排忧解难，其间为多毛姑娘服务，促

成了“第二春亮肤霜”的攻关和问世；

报社在全国首家推出“有情人”栏目，

为大龄青年提供婚姻介绍服务，曾经

帮助千百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报社还

成功地策划被毁容的潘萍赴美整容，

受到社会称赞。报社还在全国新闻界

首创大特写、热门话题、焦点新闻等传

播样式，青年报的一系列创新开拓，内

核都是为了贴近青年、适应青年，与青

年交心知心、相伴而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

末，我在青年报工作期间，报业从一

份周报发展成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的

媒体矩阵；报社院子里盖起办公新

楼；团队中人才不断冒尖，甚至学记

团成员里都出现了不少未来上海新

闻界的骨干、领军者。但至今回想起

来，我们青年报人做对的最重要的一

件事，就是在适应时代巨变、环境巨

变的过程中，用心守住了、全力发扬

了“重理想、重创新、重人才、重服务”

的社风报格和团队文化。青年报从

来没有只为赚钱办报，从来没有被挑

战压垮初心。在党的领导和团的旗

帜下，始终忠实地反映青年运动的主

流，积极地引导青年与社会和谐进

步，真诚地为青年的人生发展服务。

在办报实践中形成了新闻性、启迪

性、可读性和服务性相结合的青年特

色和味道，从而为广大青年所喜爱。

良心不老，良知永续。七十年

前，一群青年人趴在地板上开始《青

年报》创业，七十年来，《青年报》伴

随一代代青年人共同成长、与共和

国一同风雨兼程，报史报业报人的

时序不断迭代更新，但《青年报》和

青年报人为理想办报、为青年办报

的文脉和气节绵延至今。为青春的

良心还在跳动，永远会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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