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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梦”
杨 凯

癸巳大吉：

盛世春荣，红日高悬，

伟业千秋炳；

神州蛇舞，蓝图大展，

新征万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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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体同仁给海内外读者

人民日报海外版“全家福”

日子过得真快。似乎去

年春节写稿子还没几天，“中国龙”就

腾云驭气要过去了，后面的“小龙”扭着身段快过

来了。蛇年的春节特刊到今天也全部出齐了。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

部里有位老兄借着老祖宗的话，也说了句名言———“办报纸如做大

餐”。这话说得挺有意思，采访和约稿就是选购食材，写作和编辑就

是烹饪加工，画版和上版就是配料拼盘，等到出版，那就是上菜了。

中国人重视春节，所以每年的春节特刊也是我们最为精心烹制的大餐。

至于菜品如何？色香味形怎么样？当然只有当“食客”的读者说了算。

作为“厨子”，我们关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口感”、质量怎

么样？如果大家说生硬

磕牙，我们就不免心一

沉；如果大家说火候不

够，我们就不免心再一

沉；如果大家再说，哟，

这菜里怎么还挑出俩错

别字啊，我们就得赶紧

开会检讨自己的“厨

艺”了。另一件事情是“风味”够不够多样化？喜欢麻辣的，“望海楼”

专栏够不够劲？喜欢清淡的，“文化万象”版合不合意？喜欢养生的，

“健康生活”版有没有料？等等。海外版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从自己

手底下出去的“大餐”，“口感”上乘，“风味”多元。

“顾客”的评价是海外版领导和员工最重视的事情。这些

年读者叫好的时候很多，让大家颇感欣慰。读者对海外版

的感情，也常常让我们感动。几个月前，我出差到澳大利

亚。当地的海外版合作伙伴自己办了一个中文图书

馆，有不少华侨华人在那里当志愿者。一位老人给

我介绍了他的一项工作———把每天的人民日

报海外版做成剪报。这些剪报把我们每天

的稿件分门别类，整理得极有条理。

中国的成就、侨情的变化、文化的

展示……看得出来，老人家

是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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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人，身

在异乡，

因为对这份报纸的感情，每天

到图书馆义务劳动，却不愿意接受图书馆的任

何酬劳。现在想起当时那一幕，还是让我感到温暖，在

此，也祝福老人家健康长寿，祝福我们的读者春节愉快！

海外版的读者，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朋友。无论是黑眼

睛，还是蓝眼睛，读者关注的眼神，总是编辑记者努力工作的最大

动力。我们也要向你们献上新春的谢意！

中国人的春节是一个充满了温馨和生机的节日。大大小小的家庭团

聚在一起，老少长幼济济一堂把酒言欢，说点往事，这是温馨；对酒当歌，

畅想一些未来，这是生机。除夕的鞭炮声过后，初一的阳光洒向大地，一年

周而复始，中国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仿佛又加满了一箱油。

家 事 国 事 天 下

事，中国人事事关

心。一年的海外版，

留下了中国和世界一

年的印记。想起中

共十八大实现中央

领导集体平稳过

渡，想起神九飞

天、“嫦娥”揽月、“蛟龙”探海的壮举，想起在“钓鱼岛事件”

上中国人的浩然正气，想起伦敦奥运中国健儿们的矫健风采……

一年中的林林总总，都让全球中国人感到温馨。

新春将至，新的一页翻开，新的征程上路，海外版依然

会与读者一起，见证中国的和平发展，见证“中国梦”愿

景一步步实现。看眼前，“实干兴邦”的动员、“美丽

中国”的期许、重拳反腐的号角……即将到来的蛇

年，一定会让全球中国人感到中国的勃勃生机。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不论对身

处国内的中国人，还是对游历他乡的中国

人，乃至关心中国发展的外国友人，习

近平总书记这话都说得够亲切，够

扎实。让人有春风拂面的感觉，

让人有春满人间的期盼。

为此，“当浮一大白”，

为“中国梦”干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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