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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云在沈庆云在““双云书会双云书会””上向来宾致辞上向来宾致辞

沈庆云近照沈庆云近照

在我的朋友或老乡圈里，年龄在 70 岁以上
的，友好地叫他“老沈”，70 岁以下的，则亲切地
叫他“沈老”。我如果超过 3 个月没有见到他，
心里就空落落的。这个在朋友心里像“宝”一样
的人，就是陕西日报社原政治理论部、政治法律
部主任，陕西省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
高级记者、作家沈庆云。

妙手著文章妙手著文章

沈庆云 1938 年 4 月生于商南县青山乡龙门
村纸坊沟，弟兄 6人，排行第一。1954 年至 1964
年先后在青山小学、商南县城关中学、商县师范
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商洛报社工作，不久即
调入陕西日报社。

虽 然 我 在 很 小 的 时 候 经 常 听 到 他 的 大
名 ，但 直 到 2001 年 我 调 到 省 上 工 作 后 ，才 第
一次见到他。那时，他已从陕西日报社退休，
旋即被华商报社聘为编审，这一干又是 10 多
年。在他 5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初心不
改，以书为伴，以笔为器。“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这支笔是刀枪是匕首，是号
角是战鼓，它曾无情揭露官场腐败和社会阴
暗面，也曾热情讴歌各条战线的时代楷模、先
进人物，它曾为民主法治建设呐喊，也曾为党
风好转、社会文明进步欢呼。他撰写的无数
篇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新闻稿，在当时
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此外，他的散文集

《大 地 萍 踪》、政 治 理 论 集《共 产 党 人 的 人 生
观》、新闻作品集《墨迹与足迹》、新闻理论专
辑《新闻采访自我谈》、评论集《论坛短笛》等，
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理论性、思辨性、指导性，
在 新 闻 、理 论 界 都 产 生 了 广 泛 而 深 远 的 影
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他几十
年记者生涯的真实写照。

满怀桑梓情满怀桑梓情

沈庆云刚参加工作不久，他的父亲为生产
队拉船时在丹江河里殉职，年仅 42岁，所以他曾
有一个笔名“恨舟”。

从小苦大的他，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我
到省民政厅工作不久，就接到他的电话，提出给
郭家坪一胡姓人家予以救助。事情是这样：龙门
村十分偏僻，山阻水隔，“出行难”是万般难事中
的第一难。村民到郭家坪粮站交粮，都是肩挑背
驮，到收购站卖猪，都是壮劳力抬去。谁家有了
重症病人，得 4个人轮流抬到 50公里外的县医院
救治。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在沈庆云的奔走
呼吁下，县上决定从普峪河修一条到龙门的通村
公路。在开山炸石中，胡姓人家的儿子出了意
外，老两口生活困难。我就让县民政局入户了解
情况，随即把他们纳入救助范围。路修通后，沈
庆云又多方协调，为龙门村建起了两层楼房的小
学，为两个村拉了电，这个青山乡最闭塞的地方，
基础设施顿时有了很大改观。

家乡人说他是一尊“活菩萨”，有求必应，有
难必帮。20 世纪 80 年代，我的邻居王大燕收购
胡草，往兴平、周至县小造纸厂卖，往返西安，吃
住都在沈庆云家。有时卖了胡草要不到钱，一
住几天，沈庆云还要帮他讨要货款。青山河村
一刘姓青年，有一年中秋节前听说板栗在西安
能卖上好价钱，就收购了几麻袋板栗，用班车运
到西安。一下车，两眼一抹黑，竟然不知道在哪
里卖，卖给谁。后多方打听找到沈庆云住处，央
求他帮忙。湿板栗装在麻袋里，一捂就发热，一
发热就生虫，一生虫就没人要，沈老也十分着
急。他找到报社工会干部，说尽了好话，工会才
帮忙处理掉。

那个时候，商南在西安工作的没有几个人，
好多人一到西安就找沈庆云帮忙。他总是来者
不拒，还经常管吃管住。当时他每月的工资不
过百元，粮票 30 斤，既要负责一家 4 口的开销，
还要接济老家人，住房也很窄小。很难想象，他
是怎样把自己的家变成“招待所”的。

大家都知道他古道热肠，为人活道，又是
“无冕之王”，关系广，门路宽。不管是官方的
事，还是民间的事，是公事还是私事，是大事还
是小事，只要找到他，他都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深情掖后学深情掖后学

对年轻人的成长进步，沈老总是给
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我的朋友朱格

洲，经常念叨沈老的好。她的女儿
朱玲，从小偏爱文科，心中有一

个文学梦想，上高中时文学
才华就已显现，是那届学

生中有名的“才女”。大
学读的是经济类专业，

但一直想从事与文字
有关的工作，在安全
报社当记者的 4 年
多时间里，经常深
入 生 产 一 线 ，进
矿区、下矿井，采
写了一篇篇优秀
的新闻稿件，深
受 领 导 好 评 。
特别是发生安全
生 产 事 故 后 ，常
常 不 顾 个 人 安

危，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采访，养成了

干练、坚毅、担当的
工 作 作 风 。 沈 老 考

虑到女孩子长期奔波
在外不是个办法，就帮

她联系到某企业集团工作。她凭着自己的勤奋
努力，加上厚实的专业功底，在公司干得有声有
色，现在已是该大型企业集团的副总裁了。在
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她还敏而好学，勤思善
悟，笔耕不辍，经常有轻盈、灵动、隽永的杂文、
散文见诸报刊，于去年加入省作协，成为陕西文
学大军中的一员。

小老乡王世华，从部队退役后找到我。他
的“敲门砖”是一本厚厚的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以
及领导讲话稿、工作总结的汇编。从退伍到安
置，一般需要等待一到两年时间。我把他介绍
给沈老，沈老安排他到《华商报》当临聘记者。
近两年的时间里，小王跑遍陕南、陕北，采编了
大量的新闻稿件，也熟悉了地方和基层工作。
后来，他被市级电力部门接收，负责全系统的新
闻宣传工作。他干得心应手，成绩斐然。

沈老经常对我们讲，他当年到西安工作时，
没听说谁是商南人。现在在西安工作、生活的
商南人，恐怕有好几千了，特别是年轻人，在各
行各业、各条战线，靠自己的奋斗打拼出了自己
的事业天地，实属不易，可喜可贺，我们要尽可
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朋友遍天下朋友遍天下

沈老在《朋友咏叹调》中写道：“国有朋友国
强 大 ，人 有 朋 友 人 富
有。”他把朋友当作人生
一笔巨大的财富。在该
书序言中，他再次写道：

“这本题材有点儿奇特、
很 可 能 没 有 先 例 的 小
书，是我在向几百位朋
友写‘感谢信’。”

打开这本书，他写
了 12 类 朋 友 共 108
人。12 类朋友分别为

“师、学、官、报、挚、战、
文、书、乡、路、农、外（外
国朋友）”，可以说士农
工商、“生旦净丑”，无所
不包。我见了这本书，
故作高深地对沈老说：

“您看似朋友很多，但永
远不会有两类朋友。”他
听后一惊，满脸狐疑地问：“哪两类？”我说：“一
类是狱友，一类是病友。”他听后哈哈一笑。

写 108个人，是用了心的。我细心地看了熟
悉的人，就像《水浒》里的一百单八将，寥寥几笔
就把人物刻画得有棱有角，性格分明，令人印象
深刻。这些人中，尽管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不同、身份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甚至性格、气
质不同，为人处事方式不同，但他“下笔如有
神”，用千把字就把人物突出事迹、人品格局、性
格特征、交往趣事勾勒出来，文字平实，幽默风
趣，极具可读性。他交朋友有一个基本原则：友
直、友谅、友多闻。忘形之契，以心交心，既是他
的交友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沈老很注重自身形象管理，他的头发总是
浓密黑亮而又整齐，常年身着蓝色西服、白衬
衣，脚穿皮鞋，有庆典活动时才系领带，风度翩
翩，仪表不凡。他温和的笑容、沉稳的气质、饱
满的精神状态，能给人带来信心和力量。

他办事严谨，谋事周全。商洛、商南在西安
的一些非官方活动，他都是组织者、召集人，有
时甚至充当联络员的角色。凡他出席的活动，
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场，询问、检查活动的准备和
细节问题。商南老乡诸如小店开业之类的活
动，他也热情站台，热心参与，但他总把主旨讲
话、掌声和光鲜让给别人，甘做一片绿叶。

他谦虚礼下，待人和蔼。每次乡党在一起
吃饭，他理应坐“上席”，但他总是抢先坐在远远
的席位，怎么都叫不到“上席”去，有时为此僵持
十几分钟。后来大家干脆宣布：“沈老坐哪，哪

里就是上席。”
见到年轻人或初次见面的人，他会主动提

出加微信、交换手机号。我起初还不明白其用
意，后来发现即使一两年不见，再见时他一眼就
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说某年某月在哪里吃过饭，
电话一拨，还真通了，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
了，气氛更加融洽。这也是他乐于交往、朋友遍
天下的秘诀所在吧。

家风传乡里家风传乡里

沈老个人生活自律甚严，不抽烟，不沾酒，
茶也喝得淡淡的。他戒肥远腻，不吃西餐，不近
野味，非常注重养生，虽然已经 80 多岁了，却面
色红润，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口齿伶俐，反应敏
捷，乍一看，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20岁。

沈家在当地是望族。他作为兄弟中的“一
把手”，带出了好家风。我父母健在时，每年都
要回家过年。年年腊月二十九上午 11 点左右，
就能听到鞭炮声，我知道是沈老回来了。出门
拐个弯儿，便见他率儿子、女儿、侄儿们一起，在
祖坟前烧纸、磕头。他每年过年都要回到龙门，
把兄弟们一大家子叫到一起吃个团圆饭，然后
再到县城里，把亲戚们叫到一块儿聚一下，这成
了他们的规矩。沈家敬老孝亲、兄恭弟谦、睦邻
亲友的好名声，传遍十里八村。他是这个大家

庭的主心骨，除在生活上帮衬兄弟们以外，对晚
辈的教育也抓得很紧。在他的培养、拉扯下，晚
辈们个个优秀，目前在西安工作的就有 20多人。

艺坛比翼飞艺坛比翼飞

2020 年 10 月 8 日，“双云书会”在西安雍
村 饭 店 隆 重 举 行 ，200 多 人 的 会 议 室 座 无 虚
席，楼道里还挤满了人，气氛相当热烈。这天，
沈老新作《朋友啊朋友》首发，长篇小说《莫拉
尔小姐》再版发行，他的老伴吴瑞云也举办个
人画展。文坛伉俪、“双云”联袂的美名，一时
轰动古城。

沈老耗费10年心血写出的长篇小说《莫拉尔
小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弘扬主旋律，诠释
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揭露和鞭挞了文化
领域的腐朽和堕落，是一部难得的长篇巨制。

吴老退休前在陕西日报社长期从事行政工
作，退休后参加老年大学书画班学习，一颗沉睡
的艺术之心迅速被激活。据说她的启蒙老师是
母亲，受母亲飞针走线、描龙绣凤熏染，从小就
具艺术潜质。在“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
堪行”的镇安县下乡劳动时，那里的山水灵气深
深地融进了她的血液里，经老师一点拨，心中沟
壑、眼前烟云便灵动起来。吴老沉静温婉、蕙质
兰心、勤奋好学，经常外出写生，坚持每天作画，
灵感自天来，泼墨如神助，把秦岭风光渲染得淋
漓尽致，是“秦岭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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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康 刘婷）11 月 27 日—30 日，丹凤县“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人才专题研修班在“西迁

精神”发源地西安交通大学举办，来自南京市雨花台区“三支

人才”、全县优秀拔尖人才代表、引进高层次人才代表共 40

多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研修班邀请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西安市委党

校原副校长李伯钧，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西萍等

6 位专家，分别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人才战略和人

才培养、推动乡村振兴和弘扬“西迁精神”进行了政策解

读、专题辅导，提升了人才的理论素养、政策水平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并围绕“如何做好‘十四五’期间人才工作，

助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展了分组专题研讨，进一步加

深了对人才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优化了人才工作理念。参

训学员纷纷表示，要将所学所获运用到具体工作实践中，

创新工作方式和手段，以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和求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奋力谱写新时代丹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丹凤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人才专题研修班


