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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华西媒体人”何万敏：

你成就了华西都市报，它也成就了你

1月6日，在成都市浆洗街街道文化
活动中心查阅资料的79岁老读者卿光
华，收到了华西都市报创刊30周年“拾
光礼盒”。

“1995年我就开始买华西都市报，
已经30年了。”卿光华告诉记者，他曾在
绵阳、攀枝花等地工作，2000年退休后
回到绵阳定居，“但不管在哪里，只要能
买到华西都市报，我都会买一份，一直保
持着读报的习惯。”

谈起华西都市报，卿光华印象最深
的是5·12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说，记
得地震发生时，震感非常明显，当天傍

晚六七点的时候，在绵阳安县（今安州
区）花荄镇通往北川的公路上挤满了车
辆，其中就有华西都市报的采访车，“当
时很佩服记者们大无畏的精神和忠于
职守的坚强。”

2009年5月20日，花荄镇红花村一
村民家井水冒热气，连青蛙都烫死了。
此事传开后，谣言四起。卿光华说，华西
都市报记者赶到现场，听取当地防震减
灾局技术员的介绍后得知，原来是井里
抽水泵漏电，导致井水升温冒热气。事
实真相经华西报报道后，消除了当地村
民的担心。

“我对华西都市报很有感情，报纸办
得非常好，内容很吸引人。”卿光华说，自
己爱好书法和写作，对华西都市报副刊
的内容很喜欢，也多次在华西都市报等
多家报纸投稿并发表作品。

“华西都市报30岁生日快乐，希望
报纸越办越好，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加入读报的行列。”在华西都市报创刊
30周年之际，卿光华送上了自己的祝
福。他希望华西都市报一如既往多反映
老百姓呼声，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摄影报道

1月7日，绵竹年画村陈兴才故居，
绵竹年画非遗传承人陈刚正在对室内进
行装修，为半个月后的年画节做准备。
工作间隙，他从记者手上接过华西都市
报创刊30周年“拾光礼盒”，看着这份精
美的礼品，他笑着说：“等屋子装修好了
之后，要把礼物摆出来。”

陈刚的爷爷陈兴才，在绵竹年画
2006年首批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后，
被授予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称
号。自幼在爷爷身边长大的陈刚，传承
了绵竹年画这门非遗技艺，如今是德阳
市级非遗传承人，不仅将绵竹年画几百
年来保留至今的传统风格原汁原味地
传承下来，更是不断探索年画艺术的前

景与空间。
说起年画，不得不说到清代绵竹年

画大师黄瑞鹄创作的长卷年画《绵竹迎
春图》，它以连环组画形式雕刻了“迎
春、报春、游春、打春”四大部分，包含
46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勾画出当年
万人空巷、喜迎春节的巡游盛景，被誉
为“绵竹版《清明上河图》”，属于国家一
级文物。

复刻《绵竹迎春图》是陈刚一直以来
的梦想。他告诉记者，迎春图的复刻已
经完工，在故居整修结束后，会将其一比
一地展示在故居之中。

绵竹年画作为国家级非遗，华西都
市报一直持续关注报道，撰写过《四川

绵竹国家一级文物〈迎春图〉里藏着这
些新春民俗》等稿件，在华西都市报创
刊30周年特刊中，也有《绵竹年画：古
老艺术焕新生 成为经济新引擎》的报
道，陈刚得知后，表示要单独将其拿出
来陈列。

和许多孩子一样，陈刚也是看着华
西都市报长大。他告诉记者，还记得小
时候五毛钱一份的报纸，可以在其中看
到外面的新鲜事儿，学习到很多知识。

“希望华西都市报能够一如既往，做大家
喜欢看的内容。”在华西都市报创刊30
周年之际，陈刚送上祝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勇
摄影报道

1994年10月，30岁出头的凉山青
年何万敏，加入了正在筹备中的华西都
市报采编团队。想到自己将参与创办一
张不一样的市民都市报，大家热血沸腾。

1995年1月1日，中国第一张都市
报——华西都市报诞生。接过第一份带
着油墨香味的报纸，何万敏激动不已。

从凉山到成都，再从成都到凉山，
作为首批“华西媒体人”、现为《凉山日
报》副总编辑、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
副会长的何万敏，将在华西都市报工作
时的所思、所见、所闻带回了家乡。在
这位资深媒体人的心中，华西都市报是
时代前沿的标尺，“青春洋溢”永远是它
的代名词。

1月6日，何万敏收到华西都市报创
刊30周年的“拾光礼盒”，回忆起了那段
令人心潮澎湃的“黄金岁月”。

最美好的时光
一创刊就是“现象级”事件

“一提到华西都市报，我就觉得是青
春洋溢。”即使已经过了30年，想到当时
在华西都市报工作的岁月，何万敏仍觉
得那是一段极度浪漫的回忆。在这里，
他经历了许多自己的第一次，“现在回过
头来看，那是最美好的时光，也是我成长
最快的时光。”

1994年10月，何万敏从《凉山日报》
来到即将创刊的华西都市报，新颖的办
报理念让他激动不已。他还记得，在创
刊前，他骑着80块钱买来的二手自行

车，在成都的街头巷尾挨个给市民推介
试刊报纸，将当天最值得关注的新闻告
诉读者，“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做报纸的人
可以和读者贴得这么近。”

多次试刊发行成功后，1995年1月
1日，华西都市报正式出版发行，扬帆

起航。
“用现在的话来说，创刊当天，就是

‘现象级’事件。”何万敏回忆，那天，在成
都的大街小巷，大家嘴里说的、手里拿的
都是这张报纸。不一样的内容、接地气
的语言，让华西都市报很快“火遍全国”。

之后，何万敏成为当时华西都市报
文化新闻部副主任。为了更快接近新
闻当事人，他家中墙上挂的、自行车兜
里装的都是成都市区地图，每天传呼机
一响，立刻就要骑车去采访，结束后还
要立马成稿、审稿。日子过得飞快，脚
步始终匆忙。

“可以说，把握都市报的节奏，就是
从华西报开始的。”何万敏说，“深度报
道、主题策划，这些前沿的报道理念、充
满活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每天下班前，总编辑还要带着大家
复盘，当天的报纸为什么卖得好，哪些新
闻关注度高，第二天应该重点关注什
么。“这就像现在的算法，只不过那会儿
我们是‘人工算法’、精准分配、细分市
场。”何万敏笑称。

从记者到读者
30年间始终浪漫双向奔赴

1996年8月，何万敏带着在华西都
市报的所思、所见、所闻回到了凉山，将
这种“前沿、快节奏”的办报理念带进了
《凉山日报》，周末版上增加了社会新闻
和文化新闻。“每天还会看华西都市报上
有些什么好新闻、做了什么好策划、有没

有好的选题、大众都在关注什么。”何万
敏说。

这些年来，作为一名知名作家，何万
敏还时常向华西都市报供稿，他笔下的
凉山人物、风光、人文等细腻且优美的文
字，经常刊登在华西都市报“宽窄巷”等
版面。

30年发展，华西都市报也有了新的
模样。2015年，封面传媒成立，为华西都
市报的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窗口。“面对市
场的时候，它的转型速度很快，相比起以
前，我觉得现在的华西都市报内容更成
熟、更沉稳。”何万敏说，这种以新媒体为
主，带动传统纸媒发展的理念令人欣喜。

30年，一个个媒体人走进华西都市
报，即便四散分开，也在各自闪光。提及
身上“华西媒体人”的标签，何万敏觉得
很自豪，“有时候出去开会，一听说大家
是‘华西’走出去的，总会不自觉地站在
一起，聊起过往的故事，感觉更加亲切。”

“可以说，在华西报当记者的这两
年，学到了在其他地方10年要学的东
西。”何万敏认为，一份好的报纸，或许不
一定直接告诉你结果或者解决方法，但
它一定会提供思考的路径，让你学会思
考，华西都市报就是这样一份报纸。

30年，无论是读者还是记者，在何万
敏看来，这都是一种浪漫的、真切的双向
奔赴，“你成就了华西都市报，同时它也
成就了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
摄影报道

绵竹年画非遗传承人陈刚：

小时候常在华西都市报看“新鲜事儿”

79岁老读者卿光华：

看了30年华西都市报，希望越办越好

何万敏收到华西都市报创刊30周
年特刊。

陈刚收到华西都市报创刊30周年
“拾光礼盒”。

卿光华收到华西都市报创刊30周
年“拾光礼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