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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 月 15 日，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
的炮火声中，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
庄创刊，并于次年 3 月迎着新中国成立的曙
光，随党中央一同“进京赶考”。70 年来，
人 民 日 报 始 终 与 党 和 人 民 同 呼 吸 、 共 命
运、心连心，始终坚持宣传党的主张、反
映人民心声，始终是全国新闻舆论战线的
排头兵。70 年来，人民日报全面报道了党
领导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成为这一历
史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创造
了自己光荣的历史。

我们不会忘记，人民日报的前身 《晋察
冀日报》 留下的“八匹骡子办报，三千字里
著文”的佳话，不会忘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
毛主席用人民日报“雄文退敌兵”的传奇。
我们不会忘记，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到开国大典，本报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
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我国第一部 《宪法》 到
土地改革，人民日报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高奏胜利凯歌；不会忘
记抗美援朝时期本报特约记者魏巍采写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了几代国人，不会忘
记本报记者阙文拍摄的照片 《我们热爱和
平》 成为那个年代的代表性摄影作品，不会
忘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人民日报
第一次出版发行的号外，也不会忘记“文
革”中走过的弯路和遭受的挫折。我们不
会忘记，人民日报为推动改革开放历史进
程所付出的努力，不会忘记拨乱反正中本
报在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开展真理标准讨

论、恢复高考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大显身手，
创下了发行 600 多万份的纪录；不会忘记从
事长途贩运的农民把人民日报的文章贴在
扁担上作为“护身符”，不会忘记本报刊发的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轰动，不会
忘记 98 抗洪、抗击非典、汶川抗震救灾时本
报记者的出色表现，不会忘记我驻南联盟使
馆被炸后本报记者吕岩松发回的现场报道
引发的巨大反响，更忘不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
人民日报那些赢得广泛关注、产生重要影响
的报道、评论、版面、栏目和文章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日报事业迎来了
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忠实履
行党中央机关报的职责和使命。我们自觉紧
跟党中央，把全面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
面宣传报道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我们自觉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我们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
舆 论 导 向 ， 积 极 开 展 舆 论 引 导 和 舆 论 斗
争，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我们着
力抓好媒体融合发展，率先建成全媒体平
台“中央厨房”，倾力打造“两微两端”等
新媒体，显著拓展了人民日报的传播力影
响力。我们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报社
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我

们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扎实推进
全面从严治社，形成了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的良好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开
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报
紧紧跟上了这个新时代。

70年来，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
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人民日报的面貌也随之变化着，已由过去
的一张报纸，发展成为拥有报纸、杂志、网
站、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电子屏、手机报、
微博、微信、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400多个

媒体平台、报网端微综合覆盖用户共计7.8亿
的全媒体形态的新型媒体集团。

70年来，人民日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优
良传统：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党报姓党，对
党绝对忠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为民情
怀，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始终坚
持政治家办报要求，守好舆论阵地，引领舆
论导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
于改革创新，与时代同进步；始终坚持自我
提高、自我完善，团结民主，纪律严明。这
些优良传统，是人民日报几代人在长期实践
中锻造培育的，已经成为人民日报的文化，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民日报70年来的成就和进步，凝结着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
亲笔题写报头，提出政治家办报的要求；邓
小平同志亲自审定人民日报稿件，强调要使我
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
心；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亲临报社视察并发表
重要讲话；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以各种方式给
予人民日报关怀指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
闻舆论工作，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对人民日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多
次肯定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人民日报社视察调研，
亲切看望报社职工，明确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
阵地，全党全国人民都从人民日报里寻找精神
力量和“定盘星”，给我们以巨大鼓舞。

人民日报70年来的成就和进步，离不开

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党委政府及兄弟新闻
单位的支持帮助。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
人民日报在宣传报道、事业发展、人才培
养、发行出版、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等方
面，得到中央有关部委、有关地方和兄弟单
位的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人民日报70年来的成就和进步，也离不
开广大读者、作者的厚爱和支持。在最近举
办的“我与人民日报”的征文活动中，我们
收到大量来稿。一篇篇文章讲述了他们与人
民日报之间生动感人的故事，饱含着他们对
人民日报的深情厚谊。

人民日报70年来的成就和进步，更是报
社几代人艰苦创业、接续奋斗的结果。70年
风雨兼程、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民日报
人为党报事业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智慧
心血。他们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他们殚精
竭虑、呕心沥血，他们有的远离家人、长期
驻外，有的数十年坚守夜班岗位、无怨无
悔，他们有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的只
身历险、以身殉职，是他们用自己的付出铸
就了人民日报的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启。
站在新起点上，我们一定要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定理
想信念，传承党报基因，弘扬光荣传统，勇
立时代潮头，以大党大国大报的使命担当履
职尽责，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在庆祝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大会上的
发言）

弘扬光荣传统 勇立时代潮头 忠实履职尽责
人民日报社社长 李宝善

6月15日，人民日报社举行庆祝创刊70周年大会。图为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徐 烨摄6月15日，人民日报社举行庆祝创刊70周年大会。图为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在这喜庆的日子，我们青年编
辑记者立志用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
做一名新时代的党报人。

做新时代的党报人，就要秉承
党报与家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厚重底
气。70 年于我而言，是里庄旧址的
那块“人民日报从这里走来”的纪
念碑，535字的碑文讲述了人民日报
创业之初的艰苦岁月，也点燃了令
我们心潮澎湃的党报情怀；70 年，
更是人民数据库里 198 万余篇大大
小小的文章，每一篇报道，每一个
标题，每一个文字，记录的是新
闻，留下的是历史，镌刻的是中华
民族砥砺奋进的步伐。70 年，是金
台园里的一草一木，更是大院里飘
扬的五星红旗；是新媒体大厦拔地
而起，更是编辑楼四层永不熄灭的
守夜灯光；是调研采访时的泥土芬
芳，更是扶贫报道中乡村孩子脸上
的笑容。正因为有了 70年党报基因
的代代传承，我们今天的党报青年
才有了最坚实、最强劲的前进力
量，也有了最坚实、最广阔的奋斗
平台，努力续写更动人、更辉煌的
党报故事。

做新时代的党报人，就要培育
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浩然正
气。1948 年 6 月，送报的牛车在里
庄村口，等待着将刚刚诞生的人民

日报送到硝烟纷飞的战场。70 年走
过，人民日报始终坚持党报姓党、
在党言党、为党立言。从“政策解
读”到“深阅读”，从“民生三问”
到“大数据观察”，每一个栏目、每
一篇报道，我们都努力将理性与感
性交融、深度与热度结合，既有

“现场”，又有“立场”，丰富表达手
段，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党报报道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做新时代的党报人，就要激扬
勇立潮头、锐意创新的铿锵勇气。
我是“80 后”，2009 年毕业进入报
社，到现在工作9年，9年相对于70
年而言并不算长。但这 9 年，却是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 9 年，是传统

媒体不断接受挑战的 9 年。我们也
因此见证了人民日报锐意创新，勇
立潮头的改革步伐。我看到，我们
的媒体融合在向深度和广度挺进，
我们报纸的创新也从未停止：从
2010 年“给力”登上报纸版面，到
两会“融小闻”进入读者视界，再
到去年我们首次在头版推出以数据
图表为主的连续性报道“一图说五
年”……越来越多的读者反馈，人
民日报好看了，耐看了，我们会默
默自豪，因为，我们也是为她作出
贡献的一分子。

做新时代的党报人，就要发扬艰
苦奋斗、拼搏进取的蓬勃朝气。今年
的五四青年节，社领导对党报青年提
出殷切的希望。他说，进了党报门，就
是党报人，这不仅是一份职业的光
荣，更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的确，不
止一个人问我，夜班苦不苦？我说，
苦！苦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委屈，有重
负，有我们与家人交错的作息。但我
觉得苦得值。每天，一页页散发着油
墨香味、思想火花的报纸，让我们有
满满的成就感；那些保持了 30年、20
年、15 年乐呵呵笑脸的老夜班人，是
我们身边的榜样。在党报这样一个光
荣的平台工作，我很荣幸，很自豪。

（在庆祝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
大会上的发言）

在结束了四年多的军旅生涯后，
我于1974年3月进入人民日报，先后
经历人民日报印刷厂修配车间、人民
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人民日报国
际部等多个工作岗位。自创刊之日
起，人民日报一直与中国的命运紧密
相连。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到 21 世
纪第二个十年；从王府井大街 117
号，到金台西路二号，我目睹了人民
日报是怎样与中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

我还记得那些拿着小样和大样认
真编改的老一辈人民日报领导和编
辑、记者们紧张工作时的情景；我还
记得排字房里师傅们是怎样穿着围裙
熟练地拣排密密麻麻的铅字；我还记
得排版的师傅们是怎样通过加条、加
空拼出了一块块整齐的版面；我还记
得无论是夜班编辑，还是车间拼版师
傅，他们的一个工具就是一把尺子，
他们的一个基本功是一眼就能看出一
篇稿子有多少字，排成几栏后会有多
少行，这项基本功不行的年轻编辑会
在师傅面前挨骂的；我还记得报纸编
好压出纸样后，发行部门的老同志日
复一日地顶着星星迅即将纸样送到机
场，等待航班将纸样送到全国各地的
印点；我还记得当别人还在熟睡的时
候，轮印车间的师傅们每日凌晨上
班，开始在隆隆的印刷机旁紧张地工

作；我还记得邮局的工作人员将印
好的报纸打捆装车，一辆辆卡车开
出人民日报的大门，奔向各个发送
部门；我还记得那些每天拿到第一
张报纸时人们的表情，当闻着第一
缕墨香时，他们的脸上有兴奋，有
急切，有自豪，有满足，也有担心
出错的焦虑。所有这些表情中，都
写满了使命的光荣与责任的重大。
70 个春秋，25542 期报纸，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

今天，铅字排版，黑白印刷，航
寄纸样早已变成了电子照排，彩色印
刷，卫星传版。人民日报也成为一个
拥有众多子报子刊和新媒体的现代化
媒体机构。在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

是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宏大历史背
景，是所有老同志和一批又一批后来
者不断进取的努力、奉献与创新。在
所有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作为人
民日报工作人员的光荣使命与重大责
任仍然没有改变。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2012
年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和 《上海公
报》 发表 40 周年。2012 年 2 月 14 日
下午，我以此为由头对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进行了专访。专访结束后，我
对基辛格搞了个“突然袭击”，请他
为人民日报读者题词。基辛格欣然应
允，写下：“致人民日报读者：我们
两国在过去 40 年间一直有着良好的
关系。让我们在本世纪今后时期更加
巩固这一关系。”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为此，我们于
当年9月10日再次专访基辛格。专访
结束后，我再次对基辛格搞了个“突
然袭击”，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和
纸，请他为人民日报读者题词。尽管
后面的活动时间压得很紧，但基辛格
闻后还是欣然题词：“致人民日报读
者：我期待着习主席的访问将为世界
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在庆祝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大
会上的发言）

铭记党报人责任和担当
离退休职工代表 温 宪

党报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青年编辑记者代表 唐露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