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华西都市报忠实读者。30年
来，坚持阅读该报文化、教育、体育方面
的报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纸质媒体遍布机
关团体和大街小巷。纸媒，几乎是人们知
晓天下事和了解身边事的不二选择。

去街头报刊亭买都市报，坐茶馆“弹
三花”看都市报。之后，素不相识的茶客
围绕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大发议论、慷慨
陈词，甚至不惜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成都
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喜欢观看体育赛事、浏览赛事报
道。1994年4月17日，甲A联赛首场比
赛，四川全兴队在主场一比一逼平实力
强大的“十冠王”辽宁远东队。第二天，
《足球报》《体坛周报》《成都晚报》早早售
罄。那时，球迷们很希望当地媒体多报
道一些全兴队训练、比赛的趣闻趣事。

1995年1月1日，华西都市报作为国
内首张都市报问世。该报关于文化、教
育、体育方面的报道，不仅范围广、内容
多，而且有特色、逗人爱，尤其是足球赛
事报道，很受读者欢迎。

华西都市报创办30年来，坚持创新
发展，获得无数殊荣，大奖拿到手软。如

今，更是融媒体时代弄潮儿，成为全国同
行业翘楚。

2006年，我在绵阳工作，职责之一
是为教育界服务。绵阳教育体量大、质
量高、包容性强。那时，“教育产业化”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讨论是热门话
题。为厘清发展思路，实现绵阳教育可
持续发展，当年7月，我们邀请华西都市
报教育周刊负责人率一众记者到绵阳，
全面考察教育事业发展。

经过深入考察，借鉴省内外教育发
展成功经验，结合绵阳教育发展的历史、
现状、未来，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促
进绵阳教育发展的理念、思路与举措，华
西都市报用16个整版予以报道，旨在听
取各方面意见，接受全社会监督。

比如，大家认为，“科技城也是教育
城，绵阳教育必须坚持并实现大发展的
方针。”“教育是公共服务、民生福祉，绝
不能走市场化、产业化之路。”又比如，绵
阳提出，“教育发展总体思路是，基础教
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领先发展，职业教
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加快发展。”……
当年，绵阳市委、市政府下发教育强县建
设指导性文件，召开教育发展大会，在绵

阳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年，西南财大天府学院、西南科大

城市学院、川音绵阳现代艺术学院落户
绵阳，绵阳中医药学校、江油幼儿师范学
校相继升格为专科学校；烹饪学校、技师
学校、农业学校、三台刘营职中等一大批
职业学校生源火爆；南山中学、绵阳中
学、三台中学、江油中学、安县中学、科技
城中学等“国重”稳中有进，区市县高中
教育竞相发展；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
得到资源整合、对口帮扶、政策支持。绵
阳成为四川教育发展高地，引得无数外
地学生和家长纷至沓来。

这一切，离不开华西都市报的献计
献策与鼎力相助。

2011年，是我在甘孜服务的第五
年。甘孜山川秀美，资源富庶，唯独教育
土壤是那样的贫瘠。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甘孜州政府副州长毕世祥同志特别
热心教育，他经常以“最好的虫草在课堂
上”来循循善诱，教育引导莘莘学子。甘
孜州决心举全州之力把教育搞上去，当
年，邀请华西都市报教育周刊负责人到
甘孜专题调研教育发展。

通过专题调研，大家认为，“强州必先

强教”。提出甘孜教育“两年打基础，五年
大发展，十年新跨越”，并帮助甘孜州完成
教育提质增效制度性设计。同年，州委、
州政府召开教育发展大会，出台相关配套
文件，全州动员大办教育，尊师重教蔚然
成风，甘孜教育发展从此迈入快车道。

近年来，灿烂的教育之花已经结出
丰硕的人才之果，甘孜州本土学生连年
考入国内知名高校。2018年，从康定中
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
研究生的泸定县岚安乡寒门学子王志龙
就是典型例子。

这一切，也离不开华西都市报的深
切关怀和精心指导。

回首与华西都市报的过往，那些与
它相伴的岁月，它如同一位忠实的伙伴，
用文字和报道传递着力量、智慧与感动，
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领域，都能精准地
切入，给出富有建设性的助力。在未来
的日子里，相信华西都市报会继续秉持
初心，在融媒体浪潮中续写辉煌。而我
也将满怀期待，继续见证它与更多故事
的精彩交融，愿这份因报结缘的情谊永
远熠熠生辉，长盛不衰。
（作者系第十二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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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日，华西都市报创刊30
周年当天，黄建发了长长的一段祝福：

“十多年前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我还全部
珍藏着。它们是我人生中一笔巨大的财
富，鼓舞我面对困难和压力时，从容向
前，我很感谢华西！”

19年前，黄建参加了华西都市报主
办的奥运舵手四川选拔赛，并以优异的
表现从全国上万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进
入全国20强，穿上了国家队队服。

报名参赛成四川10强

2006年9月17日，CCTV奥运舵手
选拔活动在北京启动，最终获胜选手，将
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奥运会。

当年10月14日，由华西都市报和四
川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四川选拔赛，在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体育馆隆重开幕，
300多名选手参加了预赛选拔，黄建就
是其中之一。

黄建是眉山市东坡区崇礼镇人，自
幼身体孱弱，4岁时被妈妈送去习武。
2000年，黄建考取散打五段，2001年考
取国家一级裁判。2003年5月，黄建任
眉山市武术散打队总教练。

“当时看到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我的
各种条件都符合，加上我从小习武，身体
条件还不错，报名后，很快被教练和媒体
看好。”黄建说。

很快，黄建从全川300多名选手中
脱颖而出，成为四川10强。之后又进
行了好几轮选拔，他最终成功进入全
国80强。

网络投票成“票王”

“当时有个才艺展示，其他人都比较
静态，我表演了一个武术套路，大家都觉
得很新颖，当时华西都市报报道我是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黄建说，由于华西都
市报巨大的影响力，自己在家乡也被很
多人知道了，他们都给予了自己最大的
支持。

在网络投票选拔环节，黄建以
97805票成为奥运舵手选拔男选手中的

“票王”。“当时眉山日报每天都要发我的
投票通道，号召全市人民为我投票。我
走在街上，有很多人把我认出来，希望我
给他们签名。”黄建说。

黄建也不负众望，当选为西部赛区
队长，在模拟比赛中，他两次夺得全国第
一，进入全国20强，穿上了国家赛艇队队
服。“一年多高强度的训练和各种压力，
一度让我受不了。华西都市报的多次报

道，就像一个长者在关心我，让我倍感温
暖和鼓舞。”黄建说。

含泪止步全国15强

在参赛选手当中，黄建是大家公认
身体素质、协调性最好的选手。由于他
本身具有习武之人正直、爽快、助人为乐
的性格，所以其他参赛选手都亲切地称
他为“黄师傅”。

2007年12月，历时一年多，黄建进
入全国16强。眼看离最终目标越来越
近，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16进15的比
赛中，由于他腰部有伤，惨遭淘汰。当
时，他和教练、队友抱头痛哭，那种失落
的感觉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回到眉山，黄建被送往当地医院，
住院治疗了半个月。但比起身上的
痛，他内心更痛，“当时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家人，面对家乡的父老乡
亲。”黄建说，特别感谢家人和家乡给
予他的支持和包容，让他度过了人生
的至暗时刻。

会把报纸珍藏下去

上个月，黄建搬新家的时候，把压箱
底的报纸翻了出来，那些报纸记录着他

“奥运舵手”的经历。“有华西都市报、四
川日报，还有眉山日报。其中华西都市
报还有整版报道。”黄建说，报纸已经泛
黄了，很有时代感，“而我的人生也因此
更有了色彩。”

“我觉得华西都市报对我的命运是
有巨大影响的。”黄建说，如果不是华
西都市报办了四川的选拔赛，如果自
己没有看到报纸上的信息，可能就不
会有这样一个人生经历。“我很庆幸从
那样一个巨大的打击中走了出来，后
来组建了家庭，在事业上也有了一点
点的收获。”

“我会把华西都市报一直珍藏下去，
以后给我的两个孩子看，同时把自己的
经历分享给他们。”黄建说，“感谢华西都
市报，祝它30岁生日快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 王越欣

黄建珍藏的华西都市报。受访者供图

训练中的黄建。资料图片

我与华西都市报的故事
□李昌平

“奥运舵手”黄建：

华西都市报给了我人生一笔巨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