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业至今，我深深感受到，作为青年
记者，只有永葆党报那生于烽火传承至今
的底色，才能做好新时代的党报人。

这是一种荣光，党的十九大召开前
夕，我们采写系列长篇通讯，全面再

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的难
忘岁月；

这是一种自豪，每年全国
两会、省两会，我们用一篇

篇报道将喜讯传向世界
各地；

这是一种职责，我们奔走在一线，把
火热基层新闻大餐送到百姓餐桌⋯⋯

在一次次实践中，党报人的荣誉与责
任薪火相传，让理想信念更坚定，让正能
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我们一定会努力接好前辈的接
力棒。不断提升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书写
新的精彩。

——本报时政新闻
部首席记者 刘荣荣

当好党报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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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放，95 岁，1938 年参加革命，

1945 年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河北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北日报总编辑，河

北省记协主席等职。

林放

：党报永远要姓党

我是党报人70年，我们薪火相传，一腔忠诚，与党同心同向——

砥砺前行 不忘来时路

当年初到河北日报，整个报社
正沉浸在告别“铅与火”的喜悦中。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扔掉纸和笔、报社
变集团、迎来“网”与“云”⋯⋯

相比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河北日报
给我思想政治上的锤炼和洗礼更为深刻。
在这里，我切实理解了老一辈党报人为什
么反复告诫我们要坚持“政治家办报”，为什
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党报“首位”职责，为
什么要守好党报这一意识形态主阵地⋯⋯

经风历雨旗更红。不知不觉中，我从新

记者变成了老记者；在新媒体面前，
我们成了“传统媒体”。面对前所未有
的挑战，我们选择了坚守，主阵地决不能
丢，这是党报人的职责；我们选择了创业，
新战场再度攻坚，这是党报人的气概。

一次次站上全新的起跑线，一次次更
加坚定地再出发。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打
造新型主流媒体，步入新时代，让主力军
更强大、主阵地更牢固、主旋律更响亮，我
们责无旁贷。

——本报编辑一部主任 辛强

守好党报主阵地

毛主席两题报头

第一次是在 1948 年。5 月，毛泽东等来到西柏
坡，冀中导报社希望得到毛主席题写的报头。1948
年冬，毛主席欣然命笔，题写了几个报头，但写的不
是“冀中导报”，而是“河北日报”。1949 年 1 月 1 日，
冀中导报启用毛主席题写的河北日报报头。1949 年
8 月 1 日，河北日报创刊，在当年毛主席题写的报头
中重新选择了一个作为新报头。

第二次是在 1964 年下半年。1965 年 1 月 1 日，
河北日报刊用新报头，并刊发《致读者》：毛主席为
我们题写新报头，是对河北日报的亲切关怀和巨大
鼓舞。

周总理三改稿件

1959年夏，周恩来总理用18天时间在天津、邯郸
和石家庄三地视察，河北日报刊发了三条短消息和一
篇社论。三条短消息，总理都亲自审看，并做了修改。

第一篇中，总理把原稿中的“总理”改成了“同
志”，把“对各项工作分别提出了今后意见”，改为“参
加了对各项工作的讨论”。第二篇中，漏掉了随总理一
起调研的几位副部长的名字，总理又工工整整地加了
上去。第三篇是总理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修改的，只有
少许改动。

再现习近平总书记正定工作难忘岁月

2017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1 日，系列长篇通讯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在河
北日报及新媒体陆续推出。5 篇，10 个整版，4 万余
字，16 张珍贵图片，深情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 30 多
年前在正定工作时的难忘岁月，真实展现了总书记
从政之初就具有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改革思维、
开放意识、务实作风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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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但我们办报的初心不能
变，坚持党的领导、党报姓党不能变。”7
月 19 日下午，在被问到创刊 70 年，河北
日报最重要的品格时，河北日报原总编
辑，95 岁的林放脱口而出，随即又加重语
气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身体不适住院治疗，几天前刚刚出
院的林放，身体有些虚弱，但语气非常坚定，
就像74年前加入新闻队伍时一样，毫不犹豫。

1945 年 9 月，林放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毕业，组织上找他谈话，要他脱下军装，拿起笔
杆子，到新闻战线上去。当时，原八路军129师
385 旅宣传队战士林放，还是想着穿上军装，回
到部队。林放回忆，组织上一句话就让他立刻服
从了安排：“这是党的需要！”

党的需要。这是林放数十年新闻生涯的坚守，更是河北日报从
成立第一天起，70年来一代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坚守。

战争年代，林放和他的同事们手里拿着纸笔，腰里别着驳壳枪，在
枪林弹雨中穿梭，写出一篇篇带着硝烟味道的报道。

和平年代，工农业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拼搏⋯⋯河北日报一代代
新闻工作者奔走在燕赵大地，始终积极宣传贯彻党的主张，真实记录着
河北走过的每一步，讴歌着伟大的时代。

在林放眼中，这是河北日报70年始终不变的底色。
“办报，办党报，我们必须有强烈的导向意识：要讲政治，讲大局，坚决

贯彻党中央精神，维护党中央的领导。”作为河北日报创刊时最早的记者之
一，林放这样说。

“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要求，寻找人民群众
中的感人事迹和模范典型，全心全意地真正为党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一
个党的新闻工作者，林放这样阐述这份报纸和自己的初心。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怀，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
70年风云岁月，河北日报一代又一代报人，这份情怀薪火相传，从未褪色。
1947 年到 1948 年，林放在深县参加土地改革，与当地群众睡一条炕、吃一

锅饭、共同参加劳动长达8个月，写出了几十篇反映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成
绩和发展生产的新闻报道。

1985年，林放任总编辑期间，河北日报三名年轻记者组成《太行山纪行》采访
组，深入太行山区109天，行程2500公里，采写了大量富有乡土气息的报道，向省
委反映了诸多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促进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新时代，河北日报新闻工作者进深山，入厂矿，深入贫困农家，踏上热火朝天的
建设现场，发回一篇接着一篇来自一线的报道，宣传党的主张，为人民鼓与呼。

在林放眼中，这是河北日报最光荣的传统之一——这是一张党的报纸，一张来
自人民的报纸。她与党和人民血脉相连，须臾不可分割。

尽管已经离休在家，95岁高龄的林放仍然关注着河北日报，关注着党的十八大以
来，河北日报不断创新进步的步伐。这些变化让他感到十分欣慰。

“现在媒体类型多样化，河北日报也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占领更多的舆论阵地。
无论千变万变，初心不能变。”在坚持将记者送到门外后，林放又握住记者的手，再一次凝
重地嘱托，“要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要始终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要坚决反映群众呼

声，引导群众按照党指引的方向，永远向前进。” 采访/记者 孙青 徐国栋 摄影/续铁标

难忘的印迹

河北日报创刊号

1949 年 8 月 1 日，当飘着墨香
的河北日报创刊号报纸送到省会庆
祝河北省成立大会的会场时，人们
为全省党和人民的舆论载体的诞生
拍手相庆。第一版头条发表长篇社论
《为进一步统一地建设新民主主义的
河北省而奋斗——代发刊词》。

这天的报纸，从早印到晚，发行
6 万多份。当时铁路尚未贯通，交通
不便，发行到外埠的报纸，用大车、
自行车、毛驴以及人担肩扛运送。 ①1951 年,本报记者用

休息时间在报社食堂为

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赶制炒面。

②1949 年本报冀中后勤支

社电台工作人员。

③创刊初期的手摇印刷机。

④印报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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