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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主邓少勇：焦

作日报社退休干部，

高级记者，河南省优

秀新闻工作者，焦作

市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在职时获奖作

品近200篇，在人民

日报河南分社“打

工”时参与采写刊登

在《人民日报》的英

模人物吴金印、史来

贺、李文祥、谢延信、

沈战东、马俊欣、杨

华民、李博亚和南水

北调等多篇重要文

章。

【第十五期】

□邓少勇

大千世界很神奇，出乎意料来惊喜；
三十年前一文章，三十年后是故事。

人生中常会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
情。事情发生得很神奇，但它不是无厘
头的神奇，而是它有神奇的土壤，先播了
种子，才有了偶然中的必然。

一封书信创奇迹，不经意间显价值

笔下写的是别人，受益其实是自己

2016年某个晚上，焦作一位小兄弟
通过微信告诉我:“哥，我发现一个好东
西，我给你拍个照片。”

他发来的照片上是一本杂志和一封
信，杂志是1986年的《人生与伴侣》，信在
杂志中夹着，那是编辑宋寅写给我的。

信的大意是我投的这篇稿子他编过
了，拟用。

30年后收信人才接到30年前的信，
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1986年，的确没有接到信，这个事情
我记得很清楚。

那期杂志刊登我写的一篇报告文学
《镜头里的五彩人生》，介绍我的同行、当
时《中国日报》摄影记者郭建设。那个时
期《中国日报》的摄影部主任叫王文澜，
他的社会名气虽然没法和他前妻倪萍比
肩，但是他在摄影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中国日报》的摄影处在一个时期内平面
媒体的顶尖水平。

郭建设那时正火，他在上世纪80年
代初拍的全国人大会议照片，以人民大
会堂天花板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华灯
图案为主调，背景是主席台。这是“文
革”后首次打破全国两会照片呆板的主
席台模式，被誉为中国大型政治会议照
片零的突破。他1984年请缨奔赴柬埔
寨前线战场，被誉为中国真正的战地记
者。他在1987年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
火灾中最早赶到现场，中国和世界媒体
第一时间全部采用了他拍摄的照片。

最主要的是，他随中央十家外宣媒
体到焦作云台山采访触动了我。那个时
候，云台山还处于未开发阶段，多家媒体
向全世界介绍了云台山。郭建设面对云
台山宣誓般地说：“云台山太美了，如果
此时我跌进悬崖，在临死那一秒也要在
空中按一下快门。”

因为他对云台山的钟情，我们成了
朋友。他专门为《焦作日报》提供改革的
瞬间照片，我和他在宾馆整整聊了一夜。

那个时候，他在新闻界是个人物，获
全国新闻摄影十佳奖提名，后来离开《中
国日报》先后任《现代摄影报》副总编辑、
中华摄影杂志副主编，现在是百姓摄影
俱乐部会长。

报告文学《镜头里的五彩人生》刊出
后，宋寅给我寄了两本样书，随手又写了

夹在书里的这封信，不知什么原因
我没收到，后来他另寄一本。

焦作这位小兄弟在焦作档案
馆门前买了一批旧书，在《人生与
伴侣》杂志1986年第五期内页发
现夹着的这封信，信还在，说明这
本杂志30年来从没有被打开过。
30年前的一封信，30年后收信人才

看到，这真是一个奇迹。

偶然偶然太偶然，不可思议一发现

相隔百里看照片，牵出故事一连串

如果说故事到此为止，那也就太单
一了。

还是和宋寅，还有一个故事。
2017年农历大年初二下午，我的老

同事王建新在焦作漫格咖啡厅发了个微
信朋友圈，用图片直播她和朋友在咖啡
厅的“小资”时刻。与此同时，住在郑州
的我在同步欣赏她的图片。突然，我的
目光停留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虽然它
已经被一摞书刊压得只剩三分之一露在
外面，但我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似曾相
识。我让王建新给我翻拍过来，发现此
刊果然和我有缘。那是《领导科学》杂志
1988年的第一期，里面收录有我采写的
一篇人物通讯，记录的是当时沁阳机械
厂厂长马俊哲，封面是该刊记者宋寅拍
的老马和他的工友。

从杂志出版到2017年，已经过去29
年了，而且《领导科学》属于学术理论类
杂志，与这小清新咖啡厅的风格也不沾
边。据服务员回答，老板想营造怀旧书
屋风格，搜集了很多老报刊、杂志。至于
为什么出现一本理论性杂志，服务员也
不清楚。

一个社会场合，随意的一张照片，却
被我从一隅中发现29年前的故事，这个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被我碰到了。

这应该是奇缘了吧?但是，就是这篇
文章和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老马，又牵出
来许多故事。

痛点就是新闻源，这是记者一招鲜

采访要务是敏感，提炼主题是关键

1983年，我到《焦作日报》当记者，跑
工交城建口。1987年是内地经济改革的

“骚动期”，改革是大势所趋，怎样改还在
探索，机械制造行业更是遇到瓶颈。

有一天，当时的焦作机械局给我一
条线索，沁阳机械厂的改革有料。我随
即和该局办公室一位干事前去调研，结
果出乎我预料。这个厂在产品正红火时
突然转产，而且新产品正好踩到市场的
点子上。

我采访时热血沸腾，但是下笔时好
像老虎吃天，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切入。

于是我二次到该厂补充采访。稿子
写好了，洋洋洒洒近5000字，标题是《直
挂云帆济沧海》，编前会已经通过，要做头
版头条了，我心里还有莫名的惆怅。这差
到哪了？在惴惴不安中，我打电话邀请老
马下班后来焦作聊天。在我的办公室，我
们云天雾地聊，老马有一句话一下让我脑
洞大开。他说：“在产品市场正旺时我坚
持转产，上级和职工都想不通，但我明明
看到小作坊都能生产的老产品马上要被
市场淘汰，于是我向上级立下‘军令状’，
如果因为新产品影响了企业效益，我愿意
上‘北山’喝稀饭。”这句话让我灵光一现，
我立马悟出主题，将文章改成不到3000
字，标题定为《风险决策者》。

这篇通讯在《焦作日报》刊出后，沁
阳广播站连播三天。当时正好《中国机

械报》搞改革征文，我随手寄了过去。不
久，调到《领导科学》杂志社的宋寅到焦
作采访，我陪他再去沁阳机械厂，他听了
介绍也非常激动，于是我俩达成共识，文
章还用我的，他拍了很多照片，其中一张
选为杂志封面。

1988年，关于这篇文章的喜事接踵
而来。这篇文章先后获得了焦作市好新
闻一等奖，中国机械报“四季青杯”改革
潮大奖赛二等奖，河南省好新闻三等
奖。我到北京领奖时，中国机械报的朋
友告诉我，这篇文章引起当时机械部有
关领导的重视。不久，该报派出两名记
者再赴沁阳写出调查报告，全国一些机
械行业纷纷到该厂取经。

时隔不久，老马就被提拔到该市乡镇
企业局当了局长；两年后，又被任命为沁阳
市科委主任；又过两年，老马进入了沁阳市
领导层，任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

老马不管职务咋变，我们的友谊始终
没变，春节互致电话。他到焦作开会，如
果时间充裕，也会到报社找我聊会儿天。

朋友之间话题多，一句闲话触魂魄

省级会议下基层，捡的新闻夺魁了

1995年，有个星期天，老马打电话让
我去沁阳紫陵陪他看乡镇企业。我们路
经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老马顺口说：

“这个大楼以后就是科技大楼，现在抓紧
施工是为了迎接河南省科学技术大会在
这里召开。省科技会基本都是在省会郑
州召开，只有一次选在洛阳。这次放在沁
阳这个县级市，是全省的首次，是因为沁
阳的经济发展科技成分已经达到36%。”
我一听先是一惊，继之联想到邓小平关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我激动万分，乡镇企业先不去了，当下就
在施工现场采访。沁阳科委按我的要求，
请来了几个政府、企业相关单位的负责
人，用数字加例子证明这个理论的成立。
我随即赶回焦作，只用一个小时就写出了
700字消息《沁阳经济发展科技含量占三
成》。这个路边拾来的新闻一路“杀”到河
南省好新闻一等奖的位置。2000年，我在
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发表一
篇论文，叫《采访中的应变》，介绍采写这
个新闻的体会。文章发表后，国内一些专
家、学者、教授在撰写文章或讲课时，会拿
出这个事情举例，有的还展开了评论，我
也从中受益匪浅。

非常遗憾的是，老马在任时查出了
不治之症，5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我失去
了一个没有任何功利的朋友。

老马去世后不久，我突然在网络上
看到我赠送给他的书在网上拍卖，那是
我的个人专著《邓少勇通讯作品选》，里
面收录了我写老马的《风险决策者》，挂
在网上拍卖的就是这个有我签名的书。
我至今也不明白，卖家从哪里得到的这
本书，这本书又是怎样被拍卖的？

我的同行朋友宋寅随后调到香港大
公报。

这是个故事套故事的连环故事，看
起来各自为战，其实是凡事有因缘，只要
不懈创造，或许妙手偶得。

偶然谈笑得佳篇，便恐流传成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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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高升长期酷爱书法
艺术，虚心好学，取长补短，
临创结合，笔耕不辍。上宗
汉、魏、晋，系统临习名家碑
帖。其隶书作品古朴、厚
重，行草书作品笔力遒劲，
墨法变化自然，字体对比鲜
明，章法布局协调。王高升
勤奋好学，善于领悟，不断
探索。相信他在今后的书
画道路上会有更多精妙书
作奉献给大家。

——王长喜（河南省书
协会员、焦作市书协理事、
中站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
长）

【名家名作】

王高升（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版来稿
请发至邮箱：

jzwbyiyuan@163.com

（本栏作品均由王高升作）

王高升，出生于

1956年，焦作市链条厂

退休工人，中国老年书

画研究会会员、焦作市

中站区老年书画研究

会会员。2021年，荣获

河南省文联、省书协、

省老干部局组织书画

大赛优秀奖；2022 年 5

月，荣获全国三十省区

市中老年书画大赛二

等奖。

【专家点评】

太极刀威震日寇（国画）
周小莉 作

袅 袅（工笔画）
毋艳红 作

书 法 孙连生 作

一万年太久（篆刻）
曹 欢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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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晴峦积翠（国画） 王安定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