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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巨变 披荆斩棘启新程
中国教育报
创刊40周年特刊
（1983—2023）

与祖国同行

历史记录

香港，历经百年沧桑的孤舟，终于归航。6
月30日晚，首都师生隆重集会欢庆香港回归。7
月1日零时，当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升起，当香
港回到祖国怀抱的那一刻，学子们全站起来了，
他们舞着手中的红旗，欢呼雀跃，掌声雷动。

——1997年7月1日《欢声笑语夜不眠
载歌载舞庆回归》，作者：刘继安 李曜明 吴
芳和 李建平 鲍东明 时晓玲 梁杰

见证者说

这注定是难忘的一夜。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

使主权。编辑部确定以超常规的方式，浓墨重
彩报道好这一盛事，并决定出版全国彩报。

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
缓缓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一个多世纪的殖
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乐队奏响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
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大家聚集在电视机前，爆发出一阵阵热烈
的欢呼声。

随后，大家聚在一起，开始谋划报道版面
安排，进行版面设计。无论是照片的选择，还
是效果的呈现，大家各抒己见，好在还算顺利
达成了共识。耗时最长的还是图片制作。如
何调整图片的色彩就让人大费周章，不是色彩
达不到理想效果，就是整体不协调。一遍不
行，再来一遍，反反复复调整不下几十次。时
间不知不觉悄悄流逝，从繁星满天，到日出东
方，再到艳阳高照，等到大家觉得整体比较满
意时，时针已经转到上午11时，但大家的高昂
斗志和激情一点也没有消退。

这成了报纸最晚签付印的一天。
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报纸版面，尽管显得

很稚嫩，但回想起曾经的场景，依然让人心潮
澎湃。此后，港澳教育报道时常出现在中国教
育报上，并且增设了港澳台教育专刊。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

首次出版彩报庆祝香港回归
张国华

历史记录

四川省汶川县地震灾害发生后，全国教
育系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教育部要
求，紧急行动，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地震灾
害。各地教育系统大力发扬“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优良传统，采取多项举措，帮助灾
区群众和师生度过难关。

——2008年5月14日《抗灾路上我们
手挽手》，作者：集体

见证者说

2008年在汶川地震灾区拍摄的资料，自采
访、发稿结束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触碰过。这次
接到约稿电话，我打开封存已久的文件夹，刹
那间，封印在内心深处的记忆被触动，又回到
那乾坤逆转、日月无光、山川震动的岁月。

2008 年 5 月 11 日，我来到重庆采访。12
日14时28分，房屋突然剧烈晃动，经历过唐山
大地震的我马上意识到：地震了！而且是强
震！随着大地逐渐平复，我迅速拨通报社值班
电话，直接喊话：我在重庆，我附近哪里地震
了？还未通完话，值班编辑喊：北京也震了！
随后通信中断，我一直到晚上才和报社恢复联
系。我申请留在当地，并尽快进入灾区采访。
领导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

14日，在完成重庆教育系统报道后，我
赶往成都，和报社增援记者余冠仕、记者站
记者李益众组成地震灾区第一梯队采访组，

启程前往灾区。目的地不明，行程不明，只
是一路向北，向着灾区挺进。道路被山上落
石砸得千疮百孔，汽车如同穿越战场，我们
还要随时观察两侧山体落石。途中我们通过
收音机了解灾情，确定行程，汶川、北川、
什邡……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就此铭刻心底。

15日，我们进入重灾区德阳绵竹，目之所
及，断壁残垣。人在战栗，心在滴血，尽管进
入灾区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正面对灾
难和死亡时，那种惊恐难以言表。我凭着职业
本能，强稳心神，拍摄，不停地拍摄，尽可能
多地记录下大自然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记录下
灾区师生团结自救的感人画面。站在被夷为平
地的汉旺武都小学瓦砾堆上，废墟中传来断断
续续的电子报时声，如同人声呜咽，那一刻我
再也忍受不住，泪水模糊了取景屏。

此后七天，我们辗转德阳、绵竹、江
油、什邡、北川……用汗水和泪水记录下灾
区教育系统师生在灾难面前顽强抗争的精神
和社会各界对灾区的无私援助。饿了，我们
就在路边对付一口，夜晚挤在车里凑合眯一
觉，五月蜀地，湿热难耐，蚊虫叮咬，基本
难以成眠……采访组团结一心，彼此关照，
通力协作，最终圆满完成了地震灾区第一阶
段的报道任务。

从2009年到2018年，我五次回访汶川灾
区，用相机记录下灾区在全国人民支援下重
生。 （作者系本报记者）

深入四川记录抗震救灾
樊世刚

历史记录

2017年10月18日，一个
注定将载入中国历史的日子。
早上8点不到，细雨中的人民
大会堂东门外，已经聚集数百
位中外记者。来自全国各地各
条战线的2300多名代表，带着
全国8000多万名党员的嘱托，
陆续步入人民大会堂。

——2017年 10月 19日
《开启新征程 领航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开幕侧记》，作者：
本报记者 蔡继乐

见证者说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
九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
幕。如今，离党的十九大召开
已经 5 年多了，回忆当时在人
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作大会报告的一幕幕场景，
至今依然十分清晰！

那次采访经历中让我最难
忘的是党的十九大划时代的历
史意义。正是在此次大会上，
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党
的十九大闭幕式当天，我在人
民大会堂三楼，听到党的十九
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的决议通过，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
写入党章。当时的我心潮澎
湃！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最深的
记忆，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判
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大会期间，我采

访过的几乎所有代表都会提到
这个新矛盾。

那次党代会一周的上会采
访，另一个十分强烈的感受
是，我们的国家正走在通向强
盛的正确道路上。党的十九大
报告回顾了过去5年工作取得
的成就，这些成就让人非常振
奋。我记得在采访来自哈尔滨
工程大学的十九大代表杨德森
院士时，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团
队从事的水下声波探测研究，
已经在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他说：“以前我到国外考
察时，人家处处防着我们，不
让我们接近核心技术，现在很
多西方国家的科研人员，主动
要求到学校来考察、交流。”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特别
辛苦，像打仗一样！因为我是
中国教育报唯一有采访证的上
会记者，可以到各代表团驻地
采访。因此，为了完成好大会
报道任务，会前教育报编委会
精心策划，组成了由我负责，柴
葳、焦以璇、董鲁皖龙组成的前
方报道组，以及由柯进负责，赵
秀红、刘博智、王家源和记者站
组成的后方报道组。让我感到
欣慰的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上
会报道组，在一周多的会期内
先后采写了两位部长专访、大
会特稿、大会聚焦、代表专访
等千字以上的重点栏目稿件
25 篇，以及代表声音、代表
风采、代表反响等 10 多篇稿
件，总字数达7万多字。

如今，离党的二十大召开
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党的十八
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早已
实现，我们的国家正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
作为仍然奋战在
采编一线的新闻
工作者，我依然
饱含热情，努力
为教育新闻宣传
事业增砖添瓦！
（作者系中国教育
报副总编辑）

采访十九大见证新时代
蔡继乐

历史记录

这份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第六条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建议案，尤其戳中了四
川团里大学校长们的痛点，短短
几天内，这份建议案就成了四川
团里的“明星建议案”。截至3月
10日，已有多达63位代表联名。

——2017年3月11日《“我
们碰到了法律天花板”》，作者：本
报记者 刘博智 赵秀红

见证者说

2006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三
年，还在中国教育报总编室做夜
班编辑。年前的一天，领导找到
我，说编委会商量决定推荐我上
全国两会。全国两会，是我国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新闻
从业者的“大日子”，每家新闻单
位都是派出精兵强将出击。受到
组织的认可，是一种肯定，更是一
种挑战。

第一次上两会，要学习的东
西很多：如何使用规范的政治术
语表达？如何做好程序性报道？
怎么把两会上有关教育改革发展

的最新精神传达给教育战线？所
幸中国教育报有一种老带新的传
承，在报社前辈手把手的指导下，
特别是在政协上会记者翟帆的带
领下，我很快适应了上会的节奏。

那是怎样火热的场景：每天
早起穿梭在各个会场，白天采访，
晚上熬夜赶稿，夜班同事还要再
经历几个小时的排版工作，这是
一个团队在战斗！所写的文章到
现在能记住的不多，但是在大脑
皮层留下深深褶皱的是可敬可爱
的同事们，是记录国家时政要闻
的神圣感。

第三次上会时，我也接过了
接力棒，从新手转变为带队的“老
手”，要像之前带我的前辈那样去

“带”新的上会记者，同事刘博智
成为我的搭档。我们俩都属于爱
跟稿子“较劲”的人。我们互相鼓
劲加油，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姐，
就是糊火柴盒，我们也要糊爱马
仕的火柴盒！”他这句话真是说到
我心里去了！

也就是这次上会，留下了我
记忆最深的一篇文章。当时，全
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副秘书长徐建群胳膊下面夹着一
份建议案，满会场找代表签名，收
集了多达 63 位代表联名。这个
场景及时被我们捕捉到，写成了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改革遇瓶颈，
63 位人大代表联名建议修改专
利法——“我们碰到了法律天花
板”》。这篇作品最终获得了中国
人大新闻奖二等奖。

这些上两会的记忆，是新闻
人这一职业赋予我们的荣光，更
是教育报人一代代的传承，希望
它在不同的人身上延续、发扬。

（作者系本报记者）

在两会报道中跑出职业传承
赵秀红

历史记录

上午10时，武汉西藏中学全
体学生在各班教室收看庆典直播，
威武雄壮的阅兵方阵不断激起学生
们阵阵欢呼，当“民族团结”方阵
出现在屏幕上时，更激起学生们一
阵掌声。

——2009年10月2日《勇担
使命 成才报国——广大师生积极
收看国庆盛典实况抒发爱国情
怀》，作者：本报记者 龙超凡等

见证者说

2009 年 10 月 1 日上午 10 时，
伴随着礼炮在天安门广场南侧交替
鸣响60响，“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大会”拉开
序幕。此时，我在天安门西侧临时
观礼台上，准备用手中的相机记录
下这个历史性时刻。

为了完成好这次摄影采访任
务，我精心选择了2台数码相机和
4支镜头，一个大号的三脚架和独
角架等，总重量超过15公斤。9月
30 日傍晚我就拟定了现场拍摄的
步骤和程序。一切就绪，只等掀动
快门的那一瞬间。

10月1日早上6时出发，7时我
来到了拍摄点位。摄影、摄像记者
都在寻找各自最佳的拍摄位置……

8时过后，云开雾散，初秋的
阳光洒落在天安门广场上，投射在
参加庆祝大会人们的脸上。我也调
整好相机的参数，绷紧了神经，静
候着那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10 时 37 分，军乐团奏响了
《分列式进行曲》，盛大的阅兵分列
式开始了。战士们整齐划一的步
伐、英俊威武的面容，一一被我收
入镜头。战车在眼前通过时发出的

轰鸣声、战机在空中掠过时产生的
巨大声浪让我情不自禁地为中国国
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自
豪。

11 时 22 分，群众游行开始
了。我拍摄到“教育成就”彩车、
少数民族大学生载歌载舞、少先队
员进行“七色光”鼓号表演等精彩
画面。当游行活动接近尾声时，取
景器里突然出现一群手持彩色气球
的少年儿童，这是由 5000 名小学
生组成的“明天更美好”方阵，他
们放飞了手中的气球。同时，6万
羽和平鸽也飞向蔚蓝的天空。我手
持2台相机交替连续拍摄，清脆的
快门声音与现场欢腾的人声融合在

一起。
从前一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

睡觉。所有的疲倦被兴奋取代，劳
累被荣耀置换。在10月2日出版的
中国教育报国庆特刊上，发表了我
在国庆大会上拍摄的13幅照片。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当再次翻
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 2000
多幅照片时，仍然心潮澎湃，仿佛
又置身于那个欢庆的海洋中。

（作者系本报记者）

拍摄国庆盛典恢宏场景
鲍效农

2017年10月24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2017年3月6日，全国人大
代表、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国
门小学教师鲍红艺（右）与同事
交流。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
场，少年儿童手持彩色气球和七彩
穗环，祝福祖国未来繁花似锦。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