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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48 年 6 月 15 日凌晨的河北省平山县里庄。
一间平凡的农舍里，微光摇曳、油墨清香，一份以

“人民”作为名字的报纸，就在这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前
夜，悄然诞生。几辆牛车，拉着新生的报纸，走向旭
日的方向。

这是 2018年 6月 15日凌晨的人民日报社大院。现
代化的工作平台灯火通明、忙碌的编辑记者们通宵无
眠，指尖在键盘上飞舞，字句在推敲中凝练。门外不
再有牛车等待，遍布全球的印刷发行网络将人民日报
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传递给数百万读者。不同形态的新
闻产品化作数码信号，通过网络向全球用户送达。

从那个凌晨，到这个凌晨，人民日报走过了整整 70
年——当年的农舍变成了今天的新媒体大厦，当年的铅
与火变成了今天的数与网，当年对开两个版的报纸变成
了今天覆盖近8亿受众的全媒体方阵——25542个日夜，
25542期报纸，人民日报记录着时代的风云际会，时代也
成就着人民日报的光荣梦想。2016年 2月 19日，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人民日报社考察时说，“全党全国人民都从
人民日报里寻找精神力量和‘定盘星’。”

什么是定盘星？定盘星是秤杆上的第一颗星，意味着
正确的基准。为什么要在人民日报里寻找定盘星？是因为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领会
深、把握稳，能够最准确地传播党的主张，能够最及时地反
映人民关切，能够最权威地发出中国声音。

曾记否，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第二
天，北京大街小巷上挤满了希望早些拿到人民日报的
群众，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 《不可战胜的人民国家》，
发出“同胞们！光荣的日子已经到来了，让我们为伟
大的自由的祖国贡献我们的一切！”的号召，以激情澎
湃的句子，鼓舞起全国人民的士气。

曾记否，1978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
《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率先提出“真理的标准，只
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的论断，发出思想解放的先
声。随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迅速
席卷全国。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
革开放的大幕由此开启，党和国家的历史迎来了意义
深远的伟大转折。

曾记否，2018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人民日报刊发社论 《国家的掌舵者 人民的领路人》，
宣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心、矢志奋斗，我们

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写出全党的意志、人民的心声。

为什么在每个重大历史节点，人民日报总能站在
时代潮头？在70年前毛泽东主席挥笔题就“人民日报”
四个大字时，答案就已铭刻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

“就用人民二字，为人民服务嘛！”——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终是人民日报
前行的灯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日报也迈
向了新的征程。

新时代，人民日报是一支深度融合发展的主流新
型媒体集团。这支拥有报网端微等 10 多种载体、400
多个终端平台、覆盖近 8 亿用户的传媒矩阵，正朝着

“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方向驶去。中央厨房建设让
新闻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人民日报客户端的爆款产
品创意无穷、“学习小组”“侠客岛”等新媒体品牌声
名鹊起，刚刚上线的全国移动新媒体聚合平台“人民
号”又开启了新的航程。

新时代，人民日报是一封写给中华儿女的中国梦家
书。1985年，邓小平同志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欣然题
词，“向海外朋友问好！”从此之后，海外版成为留学生

和华侨华人“邮箱里的灯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重要指示，勉励人民日报海外版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
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新时代，人民日报是一扇“在这里读懂中国”的
开放窗口。在中国坚定不移走向世界、并且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世界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加希望了解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以中国视角
报道世界，以世界视野报道中国，通过人民日报全媒体
矩阵，全球将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开放与自信。

……
时光倒流 70年，让我们再次想起当年农舍里的印

刷机、牛车的轨辙印和天边的鱼肚白吧——那是永不
褪色的记忆，那是火热怒放的激情，那是勠力同心的
奋进，那是充满希望的前行！

时光如梭 70 年，让我们看看院子里忙碌的年轻
人、崭新的报史馆和金台园里的常青树吧——那是今
晨霞光里的人民日报，扬起初心的风帆再次起航，继
续用忠诚铸造着忠诚，用担当负载着担当，用光明印
证着光明，用青春书写着青春！

生日快乐！我们的人民日报。

今天，是你的生日
本报编辑部

今天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你的生日
本报编辑部

6月15日，《人民日报》70周岁生日。在此前夕，“人民日报70年
作品精选”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堪称一份厚重的生日礼物。

这套精选集，是从《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无数优秀作品中
遴选出来的代表作。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在丛书总序中写道：

“捧读这套精选集，就是在回顾我们党和国家走过的复兴之路。”
全套书共10册，分别为人民日报70年来的消息选、通讯选、

要论选、任仲平100篇、理论文选、国际评论选、散文选、报告文学
选、文艺评论选、新闻论文选。书名相应为《人民日报 70 年消息
选》《人民日报70年通讯选》（以下简称《消息选》《通讯选》）等。

新闻里的中国

新闻是历史的底稿。10册书中，《消息选》《通讯选》关注
新闻。70年来，党和国家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反映在人民日
报版面上。

翻开《消息选》，选入的第一条消息是《晋冀鲁豫、晋察冀两
大解放区合并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刊于1948年6月15日第1
版，即创刊号头版。压轴的一条消息是《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
谈》，定格在今年3月29日第1版。从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
大桥落成通车，“火车飞驰过长江——千年理想成现实，万众欢
腾庆通车”，到 2017 年 7 月“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
主体工程全线贯通”，从 64 年前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
议，到2017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本
书共285篇消息。正如序言所说，一篇篇记录时代风云的重大新
闻，仿佛再现了党和国家70年的奋斗日志、发展轨迹，一个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新闻里的中国”跃然纸上。

《通讯选》 讲述了 70 年最鲜活的中国故事。70 年一路走
来，《人民日报》 通讯报道尤其受到广大读者青睐。从 《“全
体起立，向人民的领袖致敬！”——新政协筹备会休会前二十
分钟的速写》《“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政协
第一届会议特写》 到 《老郭脱贫记》《“习总书记办的，都是
俺们盼的”——山东沂蒙山区听民声》，103篇通讯精品，成为党
和国家鲜活的历史记忆。《一个代表的产生》《深圳见闻》《“赵光
腚”的后代，富了——访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写过的元宝村》《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墨西哥城最悲惨的一天》《追问紫金
矿业污染事件》等通讯精品，或见证党和国家的历史进步与非凡
成就、聚焦深刻改变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或记录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讲述英模先进事迹，或放眼全球风云变幻、发挥舆论
监督作用，但都无不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思想里的中国

除了写好新闻，人民日报更生产思想。评论和理论，是人
民日报“起家”“看家”“当家”“强家”的“两论”。10 册书
中，半数以上与评论、理论、论文等思想产品相关，合计6本——

《要论选》《任仲平100篇》《理论文选》《国际评论选》《文艺评
论选》《新闻论文选》等。

人民日报以评论见长，要论更是其中的突出标志。所谓人民日
报要论，是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重要评论的合称。从1948
年6月15日的代创刊词《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到1949年10月
1日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从1978年12月25日划时代社论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到1991年10月1
日社论《实干兴邦》，再到2018年3月18日的社论《国家的掌舵者
人民的领路人》……正如《要论选》一书序言所说，“人民日报要论见
证并记录着我们国家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

《任仲平 100 篇》 是 10 册书中最厚一本。任仲平 （“人民
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 创建于1993年底，20多年发表文章超
过百篇，17次获“中国新闻奖”。这些作品的名字，见证着历
史：《论讲礼貌》《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凝聚起民族复兴的力
量》《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本书序言中说，“廿
载风云一纸书”，任仲平不是易碎品，走过25年回头再看，每
一篇任仲平都留下了我们国家前行的脚印。

思想定则天下定，理论强则有助于党强国强民强。《理论
文选》汇聚了70年来人民日报理论文章精华。我国老一代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家狄超白撰写的《发展生产中的几个问题》是本
书开篇之选，1949年5月19日见报。刊发于2018年1月18日的

《中国思想理论进入世界的鲜亮标志》 是本书收尾之选。从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 到 《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从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 到 《党治国
理政战略的新飞跃》，这些理论宣传文章，为时代提供思想滋
养，彰显了人民日报“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排头兵”的分量。

《国际评论选》《文艺评论选》是两个特定类别的评论。前
书一共156篇文章，从收录的第一篇有关中国同苏联建交的短
评，到最后一篇学习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主旨
演讲的国纪平，“每一篇都折射着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

承载着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紧扣历史足音，是70年来
中国外交和世界风云的缩影”。其中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
哲学》《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日本别干蠢事》

《究竟谁在破坏国际法》 等大量雄文，被外界视为中国对外政
策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在《文艺评论选》中，70年人民日报文艺评论串起来的，犹如
一部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70 年文艺思潮与国家命运、时代精
神、人民生活紧紧缠绕、同频共振。如，1956年《从“一出戏救活了
一个剧种”谈起》极大推动传统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2017
年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置入五千年文明来
路中深刻辩证。本书最早收入的文章，是韩北正的《读<邪不压正
>后的感想与建议》，1948 年 12 月 21 日见报。最新一篇是今年 5
月22日的《艺术当追求提高境界》。

《新闻论文选》，展示了人民日报人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积累
的优秀传播成果。一手抓采编业务，一手抓新闻研究，人民日
报社在中国新闻界较早开始新闻研究，1957年即发起创办《新
闻战线》杂志。1959年，邓拓在该杂志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新闻工作》，此文对人民日报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起到重要作用。此外，书中收录的范长江的《记者
工作随想》、李庄的《记者怎样提高得更快一些》、范敬宜的《关于
舆论导向问题的思考》等研究文章，对学界业界均大有裨益。

文学里的中国

除了眼前的奋斗，还有诗和远方。这套书中，《散文选》
《报告文学选》是精神的栖息地。

《散文选》 一书最前面的，是特稿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
情缘》。《人民日报》 副刊是一块当之无愧的散文沃土。70 年
来，众多熟悉的名字，如茅盾、老舍、沈从文、郭沫若、冰
心、巴金、孙犁、王蒙、汪曾祺、贾平凹、陈忠实、铁凝……许多当
代最重要的作家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散文作品。《况钟的笔》

《荔枝蜜》《临江楼记》《丑石》《黄河精魂》等名篇，从这里走向读
者视野。刘白羽的《沸腾了的北平——记人民解放军的北平入
城式》刊发于1949年2月18日的文艺副刊，成为《散文选》的
首篇入选文章。周晓枫的《人在草木间》为本书收尾。

《报告文学选》 一书中，收入大量耳熟能详的名篇。书的
序言中写到，回溯《人民日报》七十年历史，报告文学这一体
裁备受瞩目。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陈景润，观察细腻，文笔
细腻。《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描述植棉能手吴吉昌的人生际遇，

《祖国高于一切》反映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不平凡的生活旅程，
《扬眉剑出鞘》 展现了击剑选手栾菊杰的英姿和气概……《让
汶川告诉世界》《北川重生》《我的中国梦》《塞罕坝时间》 等
作品，除了关注人物，还“反映生活进程中本质的东西”（夏
衍）——而这仍然是报告文学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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