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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号来自达县地区

1983年，因工作需要，黄鉴参加了新华社的宣传
培训。“以前是作为通讯员用笔记录基地建设，再写
稿发稿至相关媒体。培训结束，我有了创办基地报
纸的念头。”于是，次年黄鉴提出了创办《四川航天
报》的想法。征得基地同意后，他多次前往成都，与
各相关部门沟通办报事宜，但因时机、条件不成熟，
此事一直搁置。

1986年，《中国航天报》创刊，阅读着上面记载的
发展动态、科研成果、经济活动、人文风貌，黄鉴再一
次感觉到创办基地内刊刻不容缓。经过两年周密的
准备，他再次尝试启动《四川航天报》的创办工作。

“当时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若前往成都申请刊号，
费时不说，若须补充资料，一去一来还耽误了办事。”
黄鉴思前想后，突然大腿一拍：“何必舍近求远？在
大巴山，我与当地政府和媒体都有良好的工作往来，
为什么不就在达县地区申请刊号？”

黄鉴当机立断，迅速将准备好的文件资料送至
当时的达县地委宣传部新闻科。新闻科干事虽不知
基地具体的工作内容，但明白三线建设必定不易，三
线人的生活也很艰苦，在听完黄鉴的诉求后，表示了
极大的支持。“新闻科干事们按照规定的流程，第一
时间审核了所有资料。没多久，我们便得到了刊号
申请成功的消息，当时兴奋得恨不得第二天就发出
创刊号。”

制版学习《通川日报》

黄鉴等人虽做过通讯员，写得出稿件，但在编稿
和制作报纸方面却是完完全全的门外汉。为此，他
联系到当时通川日报社（现达州日报社）的李明荣，
讲了自己目前的困境。李明荣二话不说，立即开设
了紧急培训班，安排黄鉴一行人进入报社学习。

“那一个月的时间里，日夜与一支毛笔、一把尺
子作伴，文字编辑、美术编辑、责编、总编、校对、印
刷、发行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很快便学会了如何办
出一张报纸。”《四川航天报》最初的办报人员仅5人，
为了在1988年的国庆与读者见面，黄鉴等人9月就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收稿编稿工作。在“咔咔咔”的印
刷声中，他们终于捧起了那张酝酿了4年的创刊号，
一众人颤抖得难以言语，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无声
阅读着每一篇稿件。

黄鉴要做的不仅是办出一张报纸，更要办好一
张报纸。策划各种栏目、深入一线采访、培训通讯

员……自《四川航天报》创刊到黄鉴退休，黄鉴身心
全扑在了《四川航天报》上。“这份报纸就是要实实在
在地写我们三线人的工作、生活状态，所以翻山越岭
出差、换乘四五趟车、花费几天采访，都是家常便饭
的事。”基地创建30周年时，黄鉴前往燎原无线电厂
采访了20多天，后又用10多天，才完成一篇一万字
的报告文学。

一则深度报道极耗时间，这张四开四版、一周一
期的报纸若全靠办报的几个人来采写稿件，根本无
法正常运作。于是，黄鉴便组织开展通讯员培训课，
大量发展写稿人员。在外参加专业培训或采访时，
他遇到过不少知名作家、诗人，为了提升报纸记者和
通讯员的写作质量，他主动结交，并邀其上写作课，
梁上泉、杨牧等人就给《四川航天报》的通讯员和基
地文学爱好者讲授过文学创作知识。

铅字遍布大山各处

深山之中，盈满凌云壮志，但缺少文娱生活的日
子也充满了寂寞。当《四川航天报》走进大山、飞入
车间，以政治、要闻、经济、副刊四个版面，传达重大
会议精神、讲述各班组进展、介绍生产情况、展现众
人风貌，那些单调的时光一下子就饱满了起来。

每个版面都受到读者的青睐，尤其看到同仁的
作品在副刊版刊发，许多人都摩拳擦掌地想要记录
一下自己的状况、描绘基地生活的情景、讲述彼时的
心境，试着投稿上报。从十几件来稿，到几十件，甚
至数百件，《四川航天报》以铅字为信，传递着职工的
心声，丰富着贫瘠的闲暇光阴。

“当时每个班组车间都在读，反响非常好。”黄鉴
曾有机会离开“三线”，但看着手中逐渐成熟的《四川
航天报》，目睹山沟从无到有的建设，凝视同仁求文
若渴的目光，他决然放弃了更优渥的工作环境，“三
线建设是项伟大的事业，越走近越了解，我越是热爱
和不舍。”

黄鉴记录了“三线”，“三线”也成就了黄鉴。几
十年来，黄鉴用一份报纸坚守在三线建设的路上，他
以甘于奉献的实际行动，为自己留下了首届中国航
天优秀新闻工作者、首届全国企业报优秀新闻工作
者等称号，以及全国企业报好新闻三等奖、四川省报
纸副刊三等奖、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
奖、达县地区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等傲人成绩。退
休后的黄鉴，仍然关注着《四川航天报》，他仍习惯从
字里行间，去品读这项宏大的事业。

□记者 杨蕙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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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备战、备荒、为人民”，数百万国人就斗志昂扬地投身于三线建
设。在荒土上开垦，去深山中建造。三线人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背影便镌刻在了时代的洪流之中。

30多年来，《四川航天报》记录下四川境内“三线”日常生活的点点滴
滴、各项研究进程的重要时刻。作为一名老三线人和《四川航天报》的创刊
人，谈及这份报纸，黄鉴心潮澎湃。回首创刊之困，他澎湃于年少坚定的信
念；回顾办报之艰，他澎湃于众人群策的力量；回想发行之盛，他澎湃于巴
山深处的坚韧……

四川航天报人用墨色的铅字，一笔一画抒写了这片土地的峥嵘岁月，
一摞摞装订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三线建设史书。追溯“三线”时代，黄鉴再
次翻开这本史书，朗读他眼中的“三线”。

原三线建设项目家属区住房原三线建设项目家属区住房。。（（柏在田柏在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